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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基础化学实验教材包括"现代基础化学实验"和"实验化学导论-技术与方法"。
它是世界银行贷款建设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子项"重庆大学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配
套教材；在重庆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和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资助下，经过第4次修订后，作为重庆市化
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配套教材。
化学是以实验为主的基础学科之一，大学基础化学实验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关系到我国化学化工以
及相关专业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在传统的化学实验教学课程体系中，大学基础化学实验课均是按照无机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分
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等方式独立设课来进行划分和安排的。
这种传统的教学课程体系具有系统性强等优点，但其布局则是各自独立、教学内容重复，难以适应新
世纪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为此，我们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基础化学实验中心"教学基地的同时，组织编写了这套大学基础
化学实验课程教材。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既重视利用兄弟院校大学基础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成果，又充分吸取重庆
大学数十年来在大学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与特点。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有：曹渊、余丹梅、唐金晶（负责无机化学实验部分）；马利、罗自萍、邹小兵、
尹伟（负责有机化学实验部分）；徐溢、季金苟（负责分析化学实验部分）；孙大贵、高文亮（负责
物理化学实验部分）等。
全套书由陈昌国教授组织编写，本册由曹渊副教授统稿。
编写现代基础化学实验教材是为了探索并建立新的实验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难度较大，书中难免存
在不足之处，特请使用本教材的老师和同学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供进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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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基础化学实验教材包括“现代基础化学实验”和“实验化学导论——技术与方法”，它是世
界银行贷款建设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子项“重庆大学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的配
套教材，在重庆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和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的资助下，经过第4次修订后，作为重庆市化
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配套教材。
“现代基础化学实验”分为基本操作练习、物质的分离与提纯、物质的性质与鉴别、物质的定量分析
与结构表征、物质的合成与制备、基本物理量与物化参数的测定及综合应用实验等7章及附录，编
入125个实验，突破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实验内容分类编著的界限，将四大基
础化学实验内容按照新的思路重新整合，力求去粗取精，减繁就简，使之融为一体，在保证对学生的
基本训练基础上，加强了创新意识的培养。
本套书可作为各类大专院校化学、应用化学、材料、环保、制药、化工和医学等专业学生基础化学实
验教材，也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相关专业，还可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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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l基本操作练习
　实验1玻璃仪器的洗涤、干燥和使用
　实验2玻璃的简单加工操作
　实验3化学试剂的取用和加热
　实验4称量练习与分析量器的校正
　实验5酸（HCl）碱（NaOH）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实验6容量法测定气体常数
　实验7熔点的测定及温度计校正
　实验8恒温水浴器的性能测定
2物质的分离与提纯
　实验9粗食盐的提纯
　实验10萘的重结晶
　实验11工业乙醇的蒸馏与精制
　实验12乙酰乙酸乙酯的水蒸气蒸馏
　实验13乙酰乙酸乙酯的减压蒸馏
　实验14有机混合物的萃取分离
　实验15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实验16混合氨基酸的纸色谱分离
　实验17邻间对硝基苯胺的薄层层析分离
　实验18菠菜中提取叶绿素与柱层析分离（设计性　实验）
3物质的性质与鉴别
　实验19化学反应速率与活化能
　实验20沉淀反应与电离平衡
　实验21氧化还原反应与电极电势
　实验22s区元素——碱金属和碱土金属
　实验23p区元素——卤素j
　实验24p区元素——硫-=
　实验25p区元素——氮族
　实验26p区元素——碳族
　实验27p区元素——硼铝铍
　实验28d区元素——铬和锰
　实验29d区元素——铁钴镍
　实验30d区元素——钛和钒
　实验31ds区元素——铜锌分族
　实验32离子鉴定和未知物的鉴别（设计性　实验）
　实验33脂肪烃的性质
　实验34芳烃和卤代烃的性质
　实验35醇和酚的性质与鉴定
　实验36醛酮的性质（设计性　实验）
　实验37羧酸及其衍生物的性质
　实验38胺的性质
　实验39糖的性质
　实验40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性质
4物质的定量分析与结构表征
　实验4l混合碱中组分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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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42食醋总酸度的测定
　实验43天然水硬度的测定
　实验44铝合金中铝含量的测定
　实验45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
　实验46铁矿石中铁含量的测定
　实验47铜合金中铜含量的测定
　实验48可溶性氯化物中氯含量的测定
’　实验49可溶性硫酸盐中硫含量的测定
　实验50白云石中钙镁含量的测定
　实验51葡萄糖含量的测定（间接碘量法）
　实验52污水中苯酚含量的测定
　实验53蛋壳中CaO含量的测定（设计性　实验）
　实验54离子选择性电极测定水中F
　实验55自动电位法滴定Cl和I
　实验56分光光度法测定铁（邻二氮菲法）
　实验57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N（氨N和亚硝N）
　实验58分光光度法测定配合物组成及稳定常数
　实验59分光光度法测定配合物的分裂能△（10Dq）
　实验60紫外光谱法测定扑尔敏含量
　实验6l固体和液体样品的红外光谱分析?
　实验62红外光谱法鉴别丁烯二酸的顺反结构
　实验63气相色谱法分离与鉴别苯系物
　实验64核磁共振谱测定四氢呋喃的结构
5物质的合成与制备
　实验65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实验66废铜屑制备硫酸铜
　实验67二氧化锰制备碳酸锰（设计性　实验）
　实验68印刷电路腐蚀废液的回收（设计性　实验）
　实验69环己烯的制备
　实验70正溴丁烷的制备
　实验711．甲基环己醇的制备
　实验72三苯甲醇的制备
　实验73正丁醚的制备
　实验74对叔丁基苯酚的制备
　实验75对甲苯乙酮的制备
　实验76环己酮的制备
　实验77乙酸乙酯的制备
　实验78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
　实验79甲基橙的制备
　实验80肉桂酸的制备
　实验81对甲苯磺酸的制备
　实验82内型．降冰片烯一顺-5，6-二羧酸酐的合成
　实验83二苯酮的制备
　实验84环己酮肟的制备
　实验85对氨基苯甲酸的制备
　实验86阿斯匹林及扑炎痛的制备
　实验87苯甲酸乙酯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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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88己二酸的合成
　实验89乙酸异戊酯的制备
　实验90呋喃甲醇和呋喃甲酸的制备（设计性　实验）
6基本物理量与物化参数的测定
　实验91化学反应焓变的测定
　实验92量热法测定萘的燃烧热
　实验93环己烷-乙醇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的测定
　实验94步冷曲线法绘制sn-Bi二元合金相图
　实验95硫酸铜的差热分析
　实验96饱和蒸汽压法测定乙醇的气化热
　实验97氨基甲酸铵分解反应热力学函数的测定
　实验98电导率法测定醋酸的电离常数
　实验99电动势法测定化学反应的热力学函数
　实验100电动势法测定溶液的pH值
　实验101氢过电位的测量
　实验102恒电势法测碳钢的阳极极化曲线
　实验103旋光法测定蔗糖水解速率常数
　实验104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速率常数
　实验105电动势法测甲酸氧化动力学参数
　实验106最大气泡法测定溶液的表面张力
　实验107粘度法测定高聚物的平均分子量
　实验108溶液吸附法测定固体的比表面积
　实验109介电常数溶液法测定丙醇分子的偶极矩
　实验110古埃磁天平法测定物质的磁化率
7综合应用　实验
　实验111水质检验
　实验112酸牛乳酸度的测定
　实验113维生素c药片的分析检验
　实验114土壤中腐殖质含量的测定
　实验115硅酸盐中硅含量的测定
　实验116离子交换法测定氯化铅的溶解度
　实验117混合溶液的分光光度分析
　实验118含铬废水的处理与检验
　实验119三草酸合铁Ⅲ酸钾的制备及其配阴离子电荷数的测定
　实验120铬铁矿制备重铬酸钾及产品检验
　实验121沸石分子筛的水热合成及表征
　实验122四苯基卟啉的制备及结构表征
　实验123气相色谱法测定非电解质无限稀释活度系数
　实验124B-z振荡反应
　实验125BET法测定固体催化剂的比表面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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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思考题（1）为什么往酒精灯、酒精喷灯中加入酒精要适量？
（2）在本实验中为避免玻璃刺伤和烫伤皮肤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3）弯曲较小锐角的玻璃管时，为什么要采取多次加热弯曲的操作？
（4）在塞子钻孔操作中，怎样才能使钻出的孔道大小适宜和不歪斜？
实验3化学试剂的取用和加热1.实验概述取用固体试剂要用干净的药勺，用过的药勺必须洗净和擦干后
才能再使用，以免沾污试剂。
取用试剂后立即盖紧瓶盖。
称量固体试剂时，必须注意不要取多，取多的药品，不能倒回原瓶。
一般的固体试剂可以放在干净的纸或表面皿上称量。
具有腐蚀性、强氧化性或易潮解的固体试剂不能在纸上称量，应放在玻璃容器内称量。
有毒的药品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处理。
从滴瓶中取液体试剂时，要用滴瓶中的滴管，滴管不能伸入所用的容器中，以免接触器壁而沾污药品
。
从试剂瓶中取少量液体试剂时，则需要专用滴管。
装有药品的滴管不得横置或滴管口向上斜放，以免液体滴入滴管的胶皮帽中。
从细口瓶中取出液体试剂时，用倾注法。
先将瓶塞取下，反放在桌面上，手握住试剂瓶上贴标签的一面，逐渐倾斜瓶子，让试剂沿着洁净的试
管壁流人试管或沿着洁净的玻璃棒注入烧杯中。
取出所需量后，将试剂瓶扣在容器上靠一下，再逐渐竖起瓶子，以免遗留在瓶口，的液体滴流到瓶的
外壁。
在试管里进行定性实验，若不需要准确量取液体体积，可以估计取出液体的量。
例如用滴管取用液体时，1cm相当于多少滴，5cm液体占一个试管容器的几分之几等。
倒入试管里的溶液的量，一般不超过其容积的l／3。
定量取用液体时，用量筒或移液管取。
量筒用于量度一定体积的液体，可根据需要选用不同量度的量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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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基础化学实验》：重庆市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重庆市大学精品课程配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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