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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选编了38个实验。
基本实验内容覆盖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为化学类专业（四年制）本科教
学制定的“化学类专业化学教学基本内容（2010年）”中的全部实验要求。
综合开放性实验旨在促进本科实验教学与科研的衔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
兴趣。

　　本书可供综合性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化学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供其他院校与化学相关专业的学
生和从事化学实验的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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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
化学实验中的所有测量，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测量，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求得与物质性质有关的某一
物理量的真值，如溶液的浓度、与反应热有关的温度等。
但是，严格来说，任何物理量的真值都是无法测定的。
正如科尔索夫（Kolthoff）所言：“从理论上讲，物理量的正确值是不可能得到的。
”可见人们所能测得的只是某一物理量的近似值。
在测量中，尽管不断改进测量方法，采用先进的设备，不断提高测量技术，使测得的数值逐渐接近于
真值，但是这种改进与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此限度，谁也无能为力。
换句话说，任何测量都不可能绝对准确，误差是必然存在的。
即误差难免，真值难得。
因此，当人们要测量物质的某一性质或对物质的某性质做一系列测量时，一方面，必须对所测对象进
行分析研究，选择适当的测量方法，估计所测结果的可靠程度（误差分析），并对所测数据给予合理
的解释；另一方面，还必须将所得数据加以整理归纳，用一定的方式表示出各数值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在一组观测值中确定最佳值（数据处理），用此值代表所要测量的某一物理量。
3.1 实验误差的分类根据误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可将误差分为3大类：①系统误差（或恒定误差
）；②随机误差（偶然误差）；③过失误差。
1）系统误差由某些比较确定的、始终存在的但又未发觉或未认知的因素引起的误差称为系统误差
（Systematicerror）。
这些因素影响的结果永远朝一个方向偏离，其大小及符号在同一类实验中完全相同。
其来源主要有：①方法误差；②仪器误差；③试剂误差；④操作误差。
由此可见，当方法、仪器、试剂、环境及操作者确定后，就确定了一个测定系统，此系统的固有缺陷
所导致的误差就是系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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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实验3:物理化学实验》是大学化学实验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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