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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的背景下，在全面推进通识和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化学实验作为高等
理工科院校化工、材料、环境、生物等工程类专业的主要基础课程，是培养学生实验技能和创新能力
的重要手段。
本系列教材包括《基础化学实验》、《合成化学实验》和《综合化学实验》三册，是西安科技大学高
等教育教学研究重点项目“高等工程教育化学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整合”(A544067)的核心成果，是陕
西省省级“工科化学教学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
也是陕西省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材。
教材以先进的实验教学理念为先导，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按照“求知、学艺、创新”的实
验教学目的要求，“求证知识、培养能力、启迪智慧”的实验教学定位，实现了工科化学实验课程及
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整合，体现了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具有特色的“三平台/层次、五模块、三
系列”工科化学实验课程及其教学内容体系；从强调加强基本技能训练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理念出
发，适应“一体化、多层次、分阶段、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科学选择和编排实验内容。
本系列教材突破了原四大化学实验分科设课的界限，通过优化整合使之融合为一体，按照化学实验技
能培养和基本化学原理、化合物制备与合成、结构与性能表征的基本关系重新组织实验课教学。
《基础化学实验》——基本化学实验技能的训练、组合与集成。
整合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的基本内容，实现基本技能训练(基
本操作训练、综合技能训练)、求知技能与方法学习的有效整合，为创新打下坚实的学科技能基础。
《合成化学实验》——物质合成是化学科学的永恒目标与主题，合成化学实验是化学实验的核心。
整合无机合成、有机合成和高分子合成内容，实现分子设计-合成-结构与性能表征-应用的综合训练模
式。
《综合化学实验》——从研究型学习通向化学研究和化学产品开发的桥梁。
通过综合训练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基本能力。
内容包括：复杂物(自然水、矿物、植物、动物样品)的分离、提纯与分析；分子的设计-合成-表征-应
用(无机物、有机物、金属有机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化学产品设计-制备-表征-应用；化学反应研
究四个基本单元。
系列教材以内含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的化学实验作为素质教育的媒体，通过实验教学过程
达到以下目的：以基本化学实验，合成化学实验，综合、设计与研究性实验三个层次的实验教学，模
拟化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为化学理论的基本过程，培养学生以化学实验为工具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经过严格的实验训练后，使学生具有一定的分析和解决较复杂问题的实践能力，收集和处理化学信息
的能力，文字表达实验结果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以及团结协作精神
。
《基础化学实验》教材包括七章：第一章 怎样做好化学实验由李侃社编写。
系统论述科学实验、实验教学的重要性；化学实验教学的目标定位和做好化学实验的一般规律。
第二章 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和基本技术由于春侠编写。
系统介绍了化学试剂、基本化学仪器、基本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础化学实验基本操作要领。
第三章 试管实验与现象观察由刘向荣、李侃社编写。
以基本化学反应、元素化学为载体，通过14个综合性定性实验项目，训练学生观察能力和透过现象看
本质的能力。
第四章 化学基本量的测定由李天良、代爱萍编写。
以基本化学量、化学反应规律的定量测定为媒体，通过20个实验项目，综合训练学生获取和处理化学
信息的能力。
第五章 化学分析由梁耀东编写系统介绍化学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操作要领，通过22个实
验项目，训练学生对简单样品进行系统、准确定量分析的能力。
第六章 仪器分析及基本操作由康洁编写。
简要介绍了分光光度法、电势分析法和气相色谱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基本仪器和操作要领，通过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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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项目训练学生应用仪器获取基本信息对简单样品进行定量分析的能力。
第七章 化合物的合成与制备由贺诗华编写。
简要介绍了化合物制备的一般步骤、简单无机物、有机物的合成路线和技术路线设计及结构与物性表
征方法与技术，通过22个实验项目训练学生设计合成简单化合物的综合技能。
全书由李侃社、刘向荣统稿、定稿。
使用本教材时建议第一章 、第二章 通过实验讲座与演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并在实验项目训练
中体会、内化和升华。
随后各章按照定性观察、基本量测定、定量分析、化合物合成与表征等单元展开，由浅入深。
每章从基本技能训练入手，逐步深入。
实验项目安排包括单项基本训练、简单综合实验、综合设计实验三个层次。
本书实验项目选择既关注基础与经典实验，更重视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
建议课程的安排着力于培养具有宽广的基础知识和熟练的基本技能、能够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专门人
才。
教学内容应着眼于为学生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实验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教会操作，更要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
学品质，使学生具有潜在的发展能力(继续学习的能力，表述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发展和创造知识的能
力)和基础。
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西安科技大学教务处、实验管理处和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全体教师的支持与帮助
，得到国家级教学名师、西北大学史启祯教授的鼓励和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水平，疏漏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2009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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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7章，内容包括怎样做好化学实验，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和基本技术，试管实验与
现象观察，化学基本量的测定，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及基本操作，化合物的合成与制备。
全书共涉及92个实验项目，各校可根据情况选做。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化学学习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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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化学试剂的分类　　三、化学试剂的选择与取用　　四、试剂溶液的配制　第四节　化学实
验基本操作技术与规范　　一、基本仪器　　二、常用玻璃仪器的洗涤和干燥　　三、试纸的使用　
　四、称量仪器及其使用方法　　五、加热与冷却途径与方法　　六、浓缩和结晶　　七、光电仪器
的使用第三章　试管实验与现象观察　第一节　常见的化学反应现象　　一、常见的化学反应现象　
　二、部分常见离子和化合物在自然光线 下的颜色　第二节　试管实验操作　　一、试管的振荡和搅
拌　　二、试管中液体的加热　　三、试管中固体的加热　　四、试管中液体的倾倒　第三节　离子
的分离与鉴定　　一、离子的分离方法　　二、离子的鉴定原则　　三、阳离子的化学反应与系统分
析　　四、阴离子的化学反应与系统分析　第四节　试管实验注意事项　实验1　氧化?还原反应与电
化学　实验2　配合物的生成与性质　实验3　水溶液中的离子平衡　实验4　主族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
质　实验5　过渡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实验6　阳离子混合液分析练习　实验7　阳离子混合液分析
　实验8　阴离子混合液的分析　实验9　简单物分析　实验10　卤代烷烃的性质与亲核取代反应　实
验11　醇、酚、醚的性质　实验12　醛和酮的性质　实验13　羧酸及其衍生物的性质　实验14　氨基
酸、蛋白质的性质第四章　化学基本量的测定第五章　化学分析第六章　仪器分析及基本操作第七章
　化合物的合成与制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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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怎样做好化学实验第一节 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最高层次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
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础。
生产斗争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而科学实验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分化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独立的
社会实践，是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一种直接的、重要的基础。
所以，我们认为：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活动的最高形式，是人在思想的支配下、现代科学理论的指导
下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活动，具有综合性、可设计性、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特征。
一、对科学实验的一般认识1．科学实验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是这样对科学实验进行
总体定义的：“科学实验（scientificexperiment）：人们为实现预定目的，在人工控制条件下研究客体
的一种科学方法。
它是人类获得知识、检验知识的一种实践形式。
科学实验萌芽于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中，后来逐渐分化出来。
从16世纪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并且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重要标志。
”2．实验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作用科学实验包含三个要素：①作为认识主体的实验者（个人或集体）
；②作为认识客体的实验对象；③作为主客体中介的实验物质手段（仪器、设备等）。
在现代科学实验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划分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
科学实验不同于在自然条件下的科学观察，其特殊作用表现在如下几点。
①“纯化”作用。
为了突出研究客体的某一属性或活动过程，可以排除不必要的因素以及外界的影响，以便使观察在纯
粹条件下进行。
②“重组”作用。
为了探求因果关系，在实验中可以选取适当的因素进行不同的组合，以便系统地观察各因素之间的对
应关系。
③“强化作用”。
在实验室中可以把客体置于一些超常条件下，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高真空等，以便观察其性
能及变化规律。
④“模拟”作用。
在科学实验中，可利用不同客体在结构、功能、属性和关系上的相似性，创造各种人工模型，去模拟
一些复杂的、难以控制的，或者“时过境迁”、不易再现的研究对象，以探索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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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实验》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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