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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化学实验》是为适应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将《普通化学》、《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以及《仪器分析》等实验内容优化综合，精心编写而成。
该书具有“性质实验点滴化、合成实验微型化、分析实验减量化”等特点，既注重学生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又培养了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创新能力。
全书共编写了75个实验，各院校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用。
　　该书简练实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农业院校、工科院校等院校的实验教材，也可供其他读者阅读、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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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云云，石家庄学院教授，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理学学士，从80年代初至今先后担任《无机
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等课程。
现主讲《有机化学》和《有机实验》。
“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化学会会员。
朱云云教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参加学术研究活动和撰写学术论文、论著。
在英国的《BIOTECHNOLOGYTECHNIQUES》刊物及《化学教育》、《精细化工》、《大学化学》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等国内外专业刊物上发表教学和科研论文近四十余篇。
论著三部。
其中主编的《精细化工》（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评为石家庄市化学学会2000年度优秀科研
成果。
主编的《实用生活化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被评为石家庄市化学学会2001年度优秀科研
成果。
朱云云教授九七年被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大典》，九八年被收入《中国专家名人辞典》，九九年被收
入《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专家人才卷），2001年受到省政府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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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1.1 基础化学实验课的目的和任务基础化学实验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课程，
突破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分科设课的界限，使之融为一体，旨在使学生在实验（实
践）中学习、巩固和提高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掌握基本操作技术，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
养。
基础化学实验的主要任务：（1）通过实验，使课堂中讲授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得到验证、巩固和
充实。
化学实验不仅使理论知识形象化，并且能说明这些理论和规律在应用时的条件、范围和方法，较全面
地反映化学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学生只有正确地掌握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才能使之既具备坚实的实
验基础，又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3）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和独立的工作能力。
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和解释，认真地处理数据，并概括现象，得出结论，增强应用所学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实验室工作习惯，这些是做好实验
的必要条件。
（5）使学生掌握实验室工作的有关知识，如实验室试剂与仪器舶管理、实验可能发生的一般事故及
其处理措施、实验室废液的处理方法等。
1.2基础化学实验课的基本要求（1）认真预习充分预习实验教材是保证做好实验的一个重要环节。
预先了解实验目的、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并初步估计每一反应的预期结果，设计好数据记录格
式，写出简明扼要的预习报告（对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写出设计方案），并于实验前对时间作好统一
安排，然后才能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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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实验》简练实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农业院校、工科院校等的实验教材，也可供其他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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