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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大学化学实验(下册)》内容简介：《大学化学实验》是根据非化学专业对化学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需求，结合大学化学课程体系的特点，按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
则编写的一套大学化学实验教材。
全书分上、下两册。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大学化学实验(下册)》包括化学实验基础知识、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
以及附录四部分，主要介绍化学实验室常识、物理量的测量与控制、常用分析仪器等知识，包括20个
物理化学实验和30个仪器分析实验，并在附录中列出了常用实验数据。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大学化学实验(下册)》充分考虑不同层次和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紧密联系生
产和生活实际，具有适用面广和实用性强的特点。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大学化学实验(下册)》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工、材料、生物、食品、环境、农学
、医学、药学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化学实验教材，也可供相关教师和学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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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部分 化学实验基础知识 第1章 化学实验室常识 1.1 化学实验室规则 （1）实验
前必须对实验内容进行认真预习，了解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和实验中的注意事项。
 （2）按时到实验室上课，不得迟到早退。
进入实验室应穿长袖、过膝实验服，严禁穿短裤、拖鞋或凉鞋进入实验室。
书包、衣物以及其他与实验无关的物品须放在指定地方，不得影响实验。
 （3）进入实验室后，严格遵守实验室规则，保持室内安静、整齐，保证实验有良好的实验环境。
按要求进行实验分组，经实验教师同意后，开始实验操作。
 （4）实验过程中，虚心接受实验教师的指导，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实验。
 实验中要细心大胆，仔细观察，如实记录，认真思考分析，切实提高实验操作能力。
 （5）实验过程中不得大声喧哗、随便离开座位。
实验台面、试剂架上必须保持整洁。
试剂用完应立即盖严，放回原处。
 （6）易燃、易爆品的使用应按指导教师的要求进行，不得违反操作规程。
使用仪器设备时，按要求安全操作。
实验中如发现异常现象，应立即停止实验，及时向指导教师汇报处理。
实验中如发生事故，应立即停止实验并向指导教师报告，注意保护现场，认真检查分析事故原因。
 （7）爱护公物，做到实验物品轻拿轻放。
实验过程中如有仪器破损，应及时填写仪器报损单，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向仪器室领取。
实验室的任何物品不得擅自带出实验室。
 （8）节约使用水、电和实验耗材。
实验中产生的废弃物按要求分类回收，严禁直接倾倒入实验室水槽中。
 （9）实验结束后，认真、如实地书写实验报告，不得抄袭和拼凑实验数据，按时送交实验指导教师
批阅。
 （10）离开实验室前，关闭电源、气源和水源，做好仪器设备的整理、复原等工作，做好实验室的清
洁卫生工作，经指导教师检查同意后方可离开。
 1.2 化学实验室安全守则 化学实验中所使用的试剂种类繁多，其中不少为易燃、易爆、有毒或腐蚀性
的物质，若使用不当，很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因此，进行实验时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加强安全保护措施，保证实验正常进行。
 （1）实验开始前应检查仪器是否完整无损，装置是否正确稳妥，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进行实
验。
 （2）实验进行时，不准随便离开岗位，密切注意反应进行的情况和装置有无漏气、破裂等现象。
 （3）熟悉易燃、易爆、有毒或腐蚀性试剂的理化性质，按规定进行取用，同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
 （4）在进行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实验时，要根据实验情况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戴防护眼镜、面罩
或穿防护衣服等。
 （5）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或进食，实验结束后仔细洗手。
 （6）充分熟悉安全用具（如灭火器材、沙箱及急救药箱）的放置地点和使用方法，并妥善保管。
安全用具和急救药品不准移作他用。
 1.3 化学实验的目的与要求 本书实验内容包含物理化学实验和仪器分析实验两部分，主要学习运用物
理化学方法和现代仪器研究物质组成、结构和性能的原理与方法。
通过化学实验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测试方法和典型仪器的应用，培养学生准确记录实验现
象、数据，正确处理和分析实验结果的能力，提高灵活运用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逐步培养创
新思维，提高创新意识。
 1.3.1 实验预习 为达到实验目的并取得较好效果，在实验前必须做好预习。
预习时要认真阅读实验教材和相关参考文献，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掌握实验原理，熟悉实验方法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下册）>>

步骤。
预习时还需思考实验中的注意事项，做到胸有成竹。
 在预习的基础上，完成预习笔记，预习笔记中应包括： （1）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
 （2）简单明了的实验步骤或相应的记录表格。
 （3）实验的注意事项和预习中的存疑。
 1.3.2 实验记录 在实验过程中，应认真完成实验，细心观察实验现象，并及时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和测
得的实验数据。
具体有以下几点要求： （1）完整记录实验条件。
实验的结果与实验条件密切相关，实验条件为分析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和产生误差的大小提供了重要依
据。
实验条件一般包括环境条件（室温、气压和空气湿度等）、操作条件（温度、压力、气体流量、升温
速率等）、试剂规格（名称、生产厂家、纯度、浓度等）和仪器条件（名称、型号、生产厂家等）。
 （2）如实记录实验结果。
在认真观察实验现象的基础上，及时将实验现象和所测得的结果记录在预习报告（实验记录本）上。
实验记录务必实事求是，不可捏造事实和编造数据。
实验记录必须详细及时，不可不记或补记。
实验记录还需做到字迹工整，以免过后无法看懂。
 （3）实验完成后，需将实验所得的原始数据、谱图等记录交指导教师检查、签字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
 1.3.3 实验报告 实验结束后，如何完成一份高质量的实验报告也是实验课程的重要内容。
 通过完成实验报告，学生在实验数据处理、作图、误差分析、归纳总结等方面的能力可以得到提高。
完成实验报告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实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装置、
仪器、试剂、材料、实验步骤、数据记录预处理、分析与讨论等。
 （2）书写实验报告时，应认真思考、正确推导、耐心计算、规范作图，重点放在数据处理和结果的
分析讨论上。
 （3）讨论的内容可包括实验现象的分析解释、实验结果的误差分析、查阅相关文献的情况、实验的
改进意见等。
 1.4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我国对常用化学品
的分类和危险性有明确的标准（GB 13690-2009），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象形图标识方法则参照（GB/T
24774-2009），在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应加以特别注意。
 1.4.1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 常用化学品按理化危险、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分为三大类，其中理化危
险大类中又分为以下16类。
 1.爆炸物 爆炸物（或混合物）是指本身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气体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物质的混合
物），而产生的气体的温度、压力和速度能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
 其中也包括发火物质，即使它们不放出气体。
 发火物质（或发火混合物）则是指通过非爆炸性放热化学反应产生的热、光、声、气体、烟或所有这
些的组合来产生效应的物质或混合物。
 爆炸性物品是含有一种或多种爆炸性物质（或混合物）的物品。
烟火物品是包含一种或多种发火物质（或混合物）的物品。
 2.易燃气体 易燃气体是在20℃和101.3kPa下，与空气有易燃范围的气体。
 3.易燃气溶胶 气溶胶是指喷射罐（系任何不可重新罐装的容器，该容器由金属、玻璃或塑料制成）内
装强制压缩、液化或溶解的气体（包含或不包含液体、膏剂或粉末），配有释放装置，可使所装物质
喷射出来，在气体中形成悬浮的固态或液态微粒，或形成泡沫、膏剂或粉末，或处于液态或气态。
 4.氧化性气体 氧化性气体一般指通过提供氧气，比空气更能导致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气体。
 5.压力下气体 压力下气体是指高压气体在压力大于等于200kPa（表压）下装入储器的气体，包括压缩
气体、液化气体、溶解液体、冷冻液化气体。
 6.易燃液体 易燃液体是指闪点不高于93℃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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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易燃固体 易燃固体是容易燃烧或通过摩擦可能引燃或助燃的固体。
易于燃烧的固体为粉状、颗粒状或糊状物质，它们在与燃烧着的火柴等火源短暂接触（即可点燃）和
火焰迅速蔓延的情况下，都非常危险。
 8.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是即使没有氧（空气）也容易发生激烈放热分解的热不稳
定液态、固态物质或混合物。
不包括爆炸物、有机过氧化物或氧化物质及其混合物。
 自反应物质或混合物如果在实验室试验中其组分容易起爆、迅速爆燃或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显示剧烈
效应，应视为具有爆炸性质。
 9.自燃液体 自燃液体是指即使少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后5min内引燃的液体。
 10.自燃固体 自燃固体是指即使少量也能在与空气接触后5min内引燃的固体。
 11.自热物质或混合物 自热物质是发火液体或固体以外，与空气反应不需要能源供应就能够自发发热
的固体或液体物质或混合物。
这类物质与发火液体或固体不同，因为这类物质只有数量很大（千克级）并经过长时间（几小时或几
天）才会燃烧。
 12.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或混合物是指通过与水作用，容易自
燃或放出危险数量的易燃气体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混合物。
 13.氧化性液体 氧化性液体是本身不一定燃烧，但通常因放出氧气可能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液
体。
 14.氧化性固体 氧化性固体是本身不一定燃烧，但通常因放出氧气可能引起或促使其他物质燃烧的固
体。
 15.有机过氧化物 有机过氧化物是含有二价―0―O―结构的液态或固态有机物质，可以看作是一个或
两个氢原子被有机基替代的过氧化氢衍生物，也包括含有机过氧化物的混合物。
有机过氧化物是热不稳定物质或混合物，容易放热自加速分解。
此外，它们可能具有下列一种或几种性质：①易于爆炸分解；②迅速燃烧；③对撞击或摩擦敏感；④
与其他物质发生危险反应。
 如果有机过氧化物在封闭条件下加热时其组分容易爆炸、迅速爆燃或表现出剧烈效应，则可认为具有
爆炸性质。
 16.金属腐蚀剂 金属腐蚀剂是通过化学作用显著损坏或毁坏金属的物质或混合物。
 1.4.2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标志 根据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和类别，设立了相应的标志。
当一种危险化学品具有一种以上的危险性时，应同时用多个标志表示其危险性类别。
危险化学品的标志图形见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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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大学化学实验(下册)》作者参考了国内外有关实验教材，组织具有多年丰富教
学经验的教师编写而成。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大学化学实验(下册)》内容涵盖了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无机化学实验、分析
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常见仪器介绍、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和实验常用数据等，实验的
编排兼顾基础实验、综合实验以及设计实验的内容，体现了知识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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