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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材料检测技术与应用》一书是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拓宽专业口径、按专业大类进行人才培养的思
路，为了适应材料类专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并体现材料专业的专业特点，融合多年
来材料检测技术与应用方面实验教学改革成果编写而成的实验教材。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化学实验常识，实验准备，材料成分的湿法定性，磨料分析，磨具物理性
能分析，超硬磨具化学成分分析，磨料磨具主要原材料分析，陶瓷原料分析，金属材料分析技术以及
现代快速仪器分析方法简介等十个方面的内容。
既照顾到传统的检测方法，又增加了一些快速分析方法及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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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材料检测技术与应用》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化学实验常识，实验准备，材料成分
的湿法定性，磨料分析，磨具物理性能分析，超硬磨具化学成分分析，磨料磨具主要原材料分析，陶
瓷原料分析，金属材料分析技术以及现代快速仪器分析方法简介等十个方面的内容。
既照顾到传统的检测方法，又增加了一些快速分析方法及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实际应用的特点。
　　《高等学校教材：材料检测技术与应用》可供高等学校磨料磨具专业、超硬材料专业、无机非金
属材料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金属材料专业等师生作为实验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理化检验资格
鉴定培训教材，还可供相关专业从事科研、设计、产品开发、生产、质量检测方面的人员作为技术参
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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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化学实验常识　　1.1　实验常用器皿及使用规则　　1.1.1　玻璃器皿的洗涤　　化学实
验经常使用大量的玻璃器皿，这些玻璃器皿经使用后常沾有化学药品，既有可溶性物质，也有灰尘和
其他不溶性物质及油污等有机物质。
为了得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实验前必须将实验器皿洗涤干净。
每次用过后要立即洗涤，避免残留物变质固化，造成洗涤闲难。
　　1.1.1.1　水洗　　在玻璃器皿内注入约占总容量1/3的自来水，用力振荡片刻，倒掉，照此连洗2
～3次，可洗去粘附易溶物及部分灰尘，洗净后用蒸馏水润洗。
　　1.1.1.2　刷洗　　用水不能清洗干净时，可用毛刷南外到里刷洗器皿，每次用水量不要太多，刷
洗2～3次后检查是否清洗干净。
若不能用水刷洗干净，须用毛刷蘸少量去污粉（洗洁精、洗衣粉等）再进行刷洗，直至刷洗干净为止
，再用水彻底冲洗。
　　1.1.1.3　针对性洗涤　　有些不溶污垢久置后很难用刷洗方法洗去，这时可根据污垢的性质进行
针对性洗涤。
即利用酸碱中和反应、氧化还原反应、配位反应等将不溶物转化为易溶物再进行清洗。
如银镜反应粘附的银及沉积的硫化银可加入硝酸生成易溶的硝酸银；未反应完的二氧化锰，反应生成
的难溶氢氧化物、碳酸盐等可用盐酸处理生成可溶的氯化物；沉积在器壁上的银盐，一般用硫代硫酸
钠溶液洗涤，生成易溶配合物；沉积在器壁上的碘可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洗涤，也可用碘化钾或氢氧化
钠溶液清洗。
表1-1列出了几种常用的洗涤液及使用方法。
　　在进行多次清洗时，使用的洗涤剂应本着“少量多次”的原则，这样既可节约试剂，也能保证洗
涤效果。
用自来水洗净后，根据实验需要，有时还需用蒸馏水、去离子水或试液润洗。
玻璃器皿洗净后应透明且不挂水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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