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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课题“21世纪高等农林院校化学实验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的创新与研究（编号BIAOl0092-F02）”的研究成果。
    本书立足于课程的整体性和基础性，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将原来彼此独立、条块
分割的普通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进行整合，以较短的篇幅组成一
个全新的、与后续课程紧密联系的教学体系。
在编写方法上，以实验操作技术为主线，精选教材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改变了传统的以实验
项目为主线的编写方法。
    本书作为高等农林院校各专业本、专科实验教材，也可供从事化学实验教学的师生和相关工作人员
参考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化学实验>>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化学实验课程的目的　第二节　化学实验课程的要求　第三节　化学实验中
的测量、数据记录与实验结果的表达　第四节　化学实验成绩的评定　第五节　实验室的安全与环保
第二章　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  第一节　实验室中常用器皿的认识  第二节　常用仪器的洗涤和干燥  第
三节　加热、致冷及干燥技术  第四节　化学试剂的取用  第五节　玻璃工操作和塞子钻孔　　实验一
　简单的玻璃工操作和洗瓶的装配第三章　元素及其化合物实验　第一节　基本操作    实验二　碱金
属和碱土金属的性质    实验三　常见非金属及其化合物的主要性质    实验四　配合物的生成和性质    
实验五　过渡金属的性质    实验六　常见离子鉴定    实验七　烃的含氧衍生物的性质    实验八　糖类
、氨基酸、蛋白质的性质第四章　物质分离与提纯技术  第一节　固液分离    实验九　粗食盐的提纯    
实验十　苯甲酸的重结晶  第二节  蒸馏    实验十一　蒸馏及沸点测定    实验十二　工业乙醇混合物的
分馏  　实验十三　水蒸气蒸馏  　实验十四  苯甲酸乙酯的减压蒸馏  　实验十五　无水乙醇的制备　
第三节　物质的萃取与洗涤　　实验十六　对甲苯胺、β一萘酚和萘混合物的分离  　实验十七　Fe3+
、AP+离子的分离　第四节　升华  　实验十八　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第五节　色谱法  　实验十九　
菠菜色素的提取和色素分离  　实验二十　纸色谱法分离和鉴定氨基酸　第六节　离子交换分离法  　
实验二十一　去离子水的制备方法与检验  　实验二十二　离子交换法分离C02+和C一第五章　物质的
物理常数测定  第一节　密度    实验二十三　密度的测定  第二节　熔点    实验二十四　熔点的测定　
第三节　沸点的测定  　实验二十五　微量法测定沸点　第四节  电导率的测定  　实验二十六　BaS04
溶度积的测定　第五节　液态化合物折光率的测定  　实验二十七　折光率的测定　第六节　旋光度
的测定  　实验二十八　旋光度的测定第六章　物质的定量分析　第一节　滴定分析    实验二十九　酸
碱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实验三十食　用碱中Na2C03和NaHC03含量的测定    实验三十一　EDTA标准溶
液的配制与标定及水硬度的测定    实验三十二　医用双氧水中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    实验三十三　亚
铁盐中亚铁的测定    实验三十四　胆矾中铜的测定　⋯⋯第七章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附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化学实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三节　化学实验中的测量、数据记录与实验结果的表达一、化学实验中的测量在化学
实验中，经常需要量取或者测量物质的各种物理量和参数。
常见的测量方法可以归纳为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两类。
使用各种量器量取物质和使用某种仪器直接测定出物理量的结果都称为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是最基本的测量操作，例如用量筒量取某液体的体积、用温度计测定反应温度等。
某些物理量需要进行一系列直接测量后，再根据化学原理、计算公式或图表经过计算才能得到结果，
如平衡常数、反应速率、定量分析结果等都属于间接测量。
在测量实践中，一个结果是经过多次测量（如称量质量或测量体积）或一系列的操作步骤而获得的。
由于测试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使用的测量仪器不可能绝对精密，试剂也不是绝对纯净，加之环境条件
和个人操作技术的限制，测定结果和真实值之间总是存在差值，这个差值称为误差。
即使同一个人用同一方法和仪器，对同一试样进行多次平行测定，测定结果也不会完全一样。
这就是说，误差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既要掌握各种测定方法又要对测量结果进行评价，分析测量结果的精密度、误差的大小及其产生
的原因，才能不断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度。
（一）误差的分类根据误差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将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两大类。
1.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由某些经常的、固定的原因所引起的误差，如实验方法、所用仪器、试剂、实
验条件的控制以及实验者本身的一些主观因素造成的。
它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比较固定，在同一条件下重复测定时会重复出现，误差的正负、大小一定，具有
重复性和单向性。
因此系统误差是可测的，有时又叫可测误差。
2.随机误差随机误差是由一些不易预测的偶然因素所引起的误差，因此也叫偶然误差。
例如测量时环境的温度、湿度、气压的微小波动、仪器性能的微小变化等引起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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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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