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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科学。
化学实验是工科大学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深化和拓宽化学基础知识以及培养学生动手
能力、观察和分析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
通过化学实验，不仅能验证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一定的实验技能，而且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
及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素养。
　　本书是根据普通化学教学大纲，总结了近年来作者的教学实践和实验教学改革经验编写而成的。
　　全书内容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实验目的和常识，介绍了化学实验的目的、学习方法、安全守则、事故处理方法以及化学
实验的基本操作，并简要介绍了目前正在探索的微型化学实验。
第二部分为基本实验内容，它包括了与普通化学课程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实验，如化学热力学中反应
热效应的测定、化学动力学的反应速度、溶液中的电解质溶液和电离常数的测定、电化学中电极电势
的测定及无机化合物等。
这些实验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而且有利于学生掌握实验的一些基本技术和技
能。
第三部分为综合性实验，如去离子水的制取和水质检验、工业废水中微量挥发酚的测定、废铝箔制备
硫酸铝、107胶黏剂的合成与应用等。
这些实验紧密结合实际，通过这些实验，不仅使学生能认识到实验的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此部分中还特别设置了两个综合设计实验，这对全面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第四部分为附录，收录、编辑了常见物质的溶度积常数、稳定常数、标准电极电势和化学试剂的规格
及选用等与化学实验有关的数据及常识。
　　为了提高化学实验的质量和效率，并使学生操作规范化，本书还配有部分实验的电教片，并将计
算机处理实验数据（CAI）引入到化学实验中。
　　本书编写工作分别由秦华宇（第一部分的一、五；第二部分的十一；第三部分的八；第四部分）
、张诚（第一部分的二、三、四；第二部分的一、二、七、十；第三部分的一）、刘根起（第一部分
的六；第二部分的八、九；第三部分的二、九）、马晓燕（第二部分的三、四；第三部分的七）、程
永清（第二部分的五；第三部分的六）、吕玲（第二部分的六；第三部分的三、四、五）、张云鹏（
第二部分的十二）分工负责，全书由秦华宇任主编。
化学教研室的许多教师给予了大力协助，李秀仪教授、王乃玲教授曾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
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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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化学》教材的配套实验教材。
全书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实验目的和常识。
第二部分为基本实验内容，主要是关于原理、性质及相关常数测定的实验。
第三部分为综合实验，含有综合设计实验及一些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制备实验，其中部分实验可作为学
生在开放实验室的选做实验。
这部分实验具有与工程实践结合得较为紧密的特点。
第四部分为附录，收录了一些物质在常温下的各类常数及有关数据等。
    本书适宜于高等工科院校非化工类各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理科及化工类专业普通化实
验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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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实验目的和常识 一 化学实验的目的和学习方法 二 化学实验守则和实难安全守则 三 化学实
验中意外事故的处理 四 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 五 误差和有效数字 六 微型化学实验简介第二部分 基本
实验 一 分析天平的使用 二 气体常数的测定 三 化学反应热效应的测定 四 中和反应的热效应测定 五 化
学反应速率 六 醋酸解离常数的测定 七 电解质溶液 八 电化学 九 电极电势的测定 十 磺基水杨酸与Fe3+
配合物的组成和稳定常数的测定 十一 无机化合物 十二 化学实验中数据的计算机处理第三部分 综合实
验 一 溶液的凝固点降低及应用 二 去离子水的制取和水质检验 三 锰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四 多种金属离
子溶液中CU2+离子含量的测定 五 工业废水中微量挥发酚的测定 六 废铝箔制备硫酸铝 七 107胶黏剂的
合成与应用 八 综合设计试验（一） 九 综合设计试验（二）第四部分 附录 附录一 化学试剂的规格及
选用 附录二 常用酸碱溶液的密度和浓渡 附录三 常见离子的颜色 附录四 常用酸碱指示剂 附录五 国际
相对原子质量 附录六 标准电极电势 附录七 不同温度下水蒸气的压力 附录八 一些弱电解的解离常数 
附录九 一些金属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性 附录十 一些配离子的稳定常数 附录十一 一些物质的溶度积常
数K 附录十二 各种压力下水的沸点 附录十三 水的密度 附录十四 一些溶剂的Kb和Kf值 附录十五 一些
常数的符号、数值及其SI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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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色谱检测器有热导检测器和氢焰检测器等。
热导检测器，又称热导池，其内部为通有一定电流的热敏电阻丝。
由于不同气体的导热系数不同，含有待测物的载气与纯载气相比，将从电热丝上带走不同的热量，导
致电热丝温度变化，电阻也相应变化，用电桥检测出电信号并被仪器记录，最后输入计算机，得到色
谱图。
　　色谱图上不同的峰，代表不同的物质，因此，峰的数目代表不同物质的种类，而面积则代表各组
分的相对含量。
因此，通过色谱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样品由几种物质混合而成，其相对含量为多少等信息。
每一个谱峰具体是什么物质，则有待于相对分子质量和分子结构的测定。
　　相对分子质量可以通过质谱仪测定。
在色谱－质谱联用仪中，毛细管色谱柱的末端与质谱仪直接相连。
上述色谱峰的位置和面积，则一次性地由质谱仪对不同物质出现的时间和数量来确定。
来自气相色谱仪的各单组分，经电子轰击，分子将被电离或解离。
带正电的粒子通过电场加速，进入质量分析器进行质量分析，最后进入检测器。
　　质谱仪的核心是质量分析器。
早期的质量分析器是一个均匀的磁场，经过电场加速达到一定速度的正离子，在磁场中飞行会改变运
动方向；质量不同的粒子，由于惯性大小不同，偏转的角度也不同，在质量分析器末端一定位置上检
测到各种质量的粒子。
　　磁场质量分析器非常笨重，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的质谱仪中已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质量轻
、体积小、价格低廉的四极质量分析器。
其基本原理是使正离子通过两对电极产生的电场，电极的极性交替变化，正离子作螺旋式运动，通过
控制极性变化的频率，使一定质量的粒子通过，达到分离不同质量粒子的目的。
　　检测器一般采用电子倍增器。
离子轰击某些合金材料，将从材料表面诱发出电子，经过电场的作用，电子再轰击另一材料表面，诱
发出更多的电子，并向正电势一端移动，由信号放大器即可检测出电信号。
电信号包括离子质量、出现离子的时间和离子的数量。
离子数量又称为丰度。
这些信息都清楚地反映在色谱－质谱图中。
　　由此可见，一张色谱图中可能有很多（如兴奋剂检测中可达百余个）谱峰，对应不同的物质，而
每一色谱峰均对应一张互不相同的单独的质谱图。
　　谱图的解析、检索、应用等内容，请认真观看教学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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