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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析化验是企业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的“眼睛”。
生产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质量检测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它对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研发新产品，增加经济
效益，提高市场竞争力等，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为了预防质量事故发生，分析化验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素质。
特别是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分析技术的更新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新设备、新工艺的大量
涌现，更加需要有效手段来提升分析化验人员的专业能力与技术素质。
天津石化培训中心自2004年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化工分析工高级技师培训基地以来，承担了职业技
能鉴定国家题库石化分库《化工分析工》、石油化工职业技能培训教材《化工分析工》编写任务。
当题库和培训教材用于岗位考核、鉴定时，深感与之相配套的理论教材的短缺。
为此，天津石化培训中心集多年培训经验，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专家、学者、专业教师、工程技术人员
开发了该培训指导用书，不仅适用于职业技能鉴定的复习指导，也可作为化工分析工高技能人才培训
的学习参考书。
作为培训指导用书，本书力求做到内容丰富、语言精炼、通俗易懂、注重实用，能够满足员工对化工
分析工专业理论培训学习的需要。
作为一本偏重于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的理论参考书，本书内容以国家题库为依托，根据多年技能等级鉴
定培训实践经验进行了精心选择，以有用、够用为原则，对职业技能等级鉴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在风格上力求用浅显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对分析化验的理论知识进行阐述。
为便于学习，书中选用了大量贴合国家题库的案例和习题，图文并茂，形象直观，以求有助于学习人
员顺利通过职业技能鉴定。
全书共七个模块。
模块一“相关知识”由王建全、张红频、于文军编写：模块二“化学基础知识”由冯智、刘振河编写
；模块三“化学分析”由刘云霞编写；模块四“色谱分析”由于文军编写；模块五“电化学分析”由
王建全编写：模块六“光学分析”由邓正祥编写；模块七“油品分析”由赵世红、王建军编写。
中国石油科学研究院杨永坛对全书进行了统审。
在编审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参考和借鉴了许多国内外的专业书籍、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教材内容涉及面广，技术相对超前，书中尚有不妥之处，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鞭策我们
以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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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工分析工》根据石油化工行业的特点及《国家职业标准》和《石油化工职业技能鉴定要素细
目表》的要求精心编就，内容涵盖化工分析工岗位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
识，具体包括化学分析、色谱分析、电化学分析、光化学分析和油品分析等化学基础知识和分析相关
知识。
《化工分析工》内容紧扣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石化分库——化工分析工鉴定考核的知识点，可以作
为石化行业化工分析工职业技能等级鉴定的培训教材，亦可作为分析化验专业人员理论学习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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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模块一 相关知识单元一 化工样品采样课题1 采样基础知识一般地说，采样误差常大于分析误差
，因此样品采集和制作十分重要。
如果采样和制样的方法不正确，即使分析工作做得非常仔细和正确，分析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有时
甚至给生产和科研带来很坏的后果。
1.1 采样方案采样的基本目的是从被检的总体物料中取得有代表性的样品，通过对样品的检测，得到在
允许误差内的数据，从而求得被检物料的某一或某些特性平均值及其变异性。
采样的基本原则是使样品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当采样的费用较高时，在设计采样方案时可以兼顾采样
误差和费用，但应满足对采样误差的要求。
采样方案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确定总体物料的范围；确定采样单元和二次采样单元；确定样品数、
样品量和采样部位；确定采样操作方法和采样工具；规定样品的加工方法；规定采样的安全措施。
采样方案必须在采样前制定，宗旨应是以最低的成本，在允许的采样误差范围内获得总体物料有代表
性的样品。
1.2 采样误差在采样过程中，由一些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所引起的偏差称为采样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是无法避免的。
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增加采样的重复次数来缩小采样随机误差。
除随机误差外，由于采样方案、采样设备、操作者以及环境等因素所引起的采样误差称为采样系统误
差。
系统误差的偏差是定向的，在工作中应该极力避免，增加采样的重复次数是不能缩小这种类型的误差
的。
 采得的样品都可能包含采样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因此在通过检测样品求得的特性值数据差异中，
既包括采样误差，又包括试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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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工分析工》为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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