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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实验》

内容概要

《无机化学实验》是根据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在总结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基础上编写而成。全
书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技术、基本操作实验、基本常数测定、化合物的制备、元素性质实验及设
计性实验七个部分。《无机化学实验》内容精练，注重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具有较广泛的实
用性。实验注重小量、半微量及微量相结合；力求对化学实验进行微型化，尽可能降低实验可能造成
的污染。根据实际经验对元素性质实验的试剂用量也进行了量化；同时，增加了相应的化学反应方程
式，使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有效地结合，达到既夯实际基础又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无机化学实验》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及相关专业的无机化学实验教材，也可以供从事化学实验工作
人员或化学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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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②加试剂在葫芦状容器的球体下部先放些玻璃棉（或橡皮垫圈）。玻璃棉（或橡皮垫
圈）的作用是避免固体掉人半球体底部。然后由气体出口加入固体药品。加入固体的量不宜过多，以
不超过中间球体容积的1／3为宜，否则固液反应剧烈，酸液很容易从气体导管冲出。再从球形漏斗加
入适量稀酸（酸液的用量以恰好浸没固体反应物为宜，加酸前可先用水试一下用量）。③气体发生使
用时，打开旋塞，由于中间球体内压力降低，酸液即从底部通过狭缝进入中间球体与固体接触而产生
气体。停止使用时，关闭旋塞，由于中间球体内产生的气体增大了压力，就会将酸液压回到球形漏斗
中，使固体与酸液不再接触而停止反应。下次再用时，只要打开旋塞即可。使用非常方便，还可通过
调节旋塞来控制气体的流速。④添加或更换试剂发生器中的酸液长久使用会变稀，因此需添加或更换
酸液。换酸液时，可先用塞子将球形漏斗上口塞紧，然后将液体出口的塞子拔下，让废酸缓慢流出后
，将葫芦状容器洗净，再塞紧塞子，向球形漏斗中加入酸液；或者关闭导气管上的活塞，将液体压人
球形漏斗，再用大容量的移液管将液体吸出。需要更换或添加固体时，可先把导气管旋塞关好，将酸
液压人半球体后，用塞子将球形漏斗上口塞紧，再把装有玻璃旋塞的橡皮塞取下，更换或添加固体。
实验结束后，将废酸倒人废液缸内（或回收），剩余固体（如锌粒）倒出并洗净回收。仪器洗涤后，
在球形漏斗与球形容器连接处以及液体出口和玻璃塞之间夹一纸条，以免时间过久，磨口粘在一起而
使玻璃塞拔不出来。启普发生器不能加热，且装在发生器内的固体必须是块状的。启普发生器适用于
制备大量气体，如果要制取少量的气体，可根据启普发生器的原理，自己动手装配简易启普发生器，
如图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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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化学实验》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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