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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析化学》对分析化学的基本内容作了简单的介绍，对定量分析化学的基本内容和原理作了较为系
统的阐述。
按照当前高职教育改革的要求，着力体现当前高职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突出职业特点。
全书共分9章，主要介绍了定量分析的基本知识；滴定分析的基本理论和能力训练；简要介绍了常用
仪器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方法。
与以往的高职教材相比，删去了全自动、半自动电光分析天平的构造和使用的相关内容，代之以电子
天平的简单介绍；对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法的内容加以淡化。
突出了各大分析方法的应用示例。
每章后都配有相应的习题和能力训练，可帮助学生及时理解、消化所学理论，注重训练学生动手操作
能力，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分析化学》可作为高职高专非化工专业的分析化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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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4 常用玻璃器皿的洗涤与干燥分析化学实验中常使用各种玻璃器皿，要求其非常干
净，否则会影响实验的准确性，产生较大的误差。
所以在使用前必须将器皿充分洗净。
1.常用的洗涤方法①自来水刷洗：用水和毛刷洗涤可以除去可溶性物质，又可使附着在器皿上的尘土
和其他不溶性物质脱落下来。
②肥皂、洗涤剂等刷洗：可除去一般的油污，然后再用自来水冲洗。
③浓盐酸洗涤：对于附着的碱性物质或氧化剂如二氧化锰，可用浓盐酸与之反应洗涤，然后用水冲洗
。
④铬酸溶液洗涤：对于器皿洗净度要求更高，形状特殊，不能用刷子机械洗涤的，要用铬酸洗液洗涤
。
铬酸洗液是由浓硫酸与重铬酸钾配制的，具有很强的氧化性，对于有机物和油污的去污能力特别强。
使用洗液前，应先用水刷洗器皿，尽量除去其中的污物并将其中残留的水倒掉，以免水把洗液冲稀降
低洗液洗涤的能力。
洗涤时，倒少量洗液于器皿中，转动器皿使其内壁被洗液浸润(如有必要可用洗液浸泡)，然后将洗液
倒回原装洗液瓶内以备再用(若洗液变绿，说明已失去氧化作用，则另作处理)。
再用水冲洗器皿内残留的洗液，直至洗净为止。
如用热的洗液洗涤，去污能力则更强。
⑤盐酸、乙醇洗涤：主要用于洗涤吸收池、比色管、比色皿及吸量管等。
无论用上述哪种方法洗涤的器皿，最后都必须用自来水冲洗，再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荡洗3次。
洗净的器皿，放去水后内壁只留下一层既薄又均匀的水膜，并无水珠附着其上，否则说明没有洗净，
需要重新洗涤。
2.玻璃器皿的干燥方法分析实验常需使用干燥的玻璃器皿，洗净的玻璃仪器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干燥
：(1)烘干：将仪器内的水倒净，口朝下(倒置不稳的要平放)放入电热干燥箱(也叫烘箱)内烘干。
(2)晾干：洗净的仪器倒置在干净的实验柜内(倒置后不稳的应平放)或容器架上自然晾干。
(3)吹干：使用电吹风机把仪器吹干。
(4)烤干：烧杯或蒸发皿可在石棉网上用小火烤干。
(5)此外，向容器内加入少量酒精，将其与容器壁上的水混合，然后倾出酒精和水，留在器皿内的酒精
快速挥发，从而使器皿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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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析化学》：杨立军主编的《分析化学》共9章，包括绪论、分析误差及数据处理、滴定分析概述
、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沉淀滴定法、重量分析法以及常用仪器分析方法简介
。
其中绪论部分除分析化学概述外，着重阐述了分析化学实验基础知识及相应的使用实训。
在每种分析方法经过一定的理论讲解后都安排了能力训练项目，既有助于理论的消化理解，又强化了
实践动手能力的训练，更贴近了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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