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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化学分析》

前言

　　为了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文件精神，加强职业教育
教材建设，满足现阶段职业院校金属材料检测类专业教学对教材建设的需求，根据现阶段该专业教材
现状，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08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职业教育金属材料检测类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
在会上，确定了面向该类专业职业教育系列教材的编写计划，本书是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目标，在
多年从事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可供高职高专金属材料类、工业化学分析类
及无损检测等相关专业教学使用，还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紧密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
特点和教学目标，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努力降低理论深度，理论知识坚持以应用为目的，
　以必需、够用为度；注意内容的精选和创新，突出实践应用，拓宽知识领域，重在能力培养。书中
涉及的名词术语和相关的标准与国家最新标准一致。　　本书共分为九单元，主要内容有定量分析化
学概论、化学滴定分析方法、试样的采集与制备、固体试样的分解及分析方法的选择、常用仪器分析
方法、钢铁及其合金分析、非铁金属及其合金分析、稀土材料分析及实验实训等内容。　　为便于教
学，本书另配备了电子教案，选择本书作为教材的教师可来电索取（010-88379201），或登
录WWW.cmpcdu.com网站注册免费下载。　　本书由司卫华（第一、二、五、六单元）、任俊英（第
七、八、九单元）、张博（第三单元）、贺丽丽（第四单元）共同编写，司卫华任主编，任俊英任副
主编。天津渤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王大力任主审。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引用或参考了大量已出
版的文献和资料，书后难以一一列举，在此向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北京普汇恒达材料测试
有限公司严范梅高级工程师给予了很多帮助，特此感谢。　　由于编者学识水平和收集资料来源有限
，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共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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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化学分析》

内容概要

《金属材料化学分析》共分九个单元，内容包括定量分析化学概论、化学滴定分析方法、试样的采集
与制备、固体试样的分解及分析方法的选择、常用仪器分析方法简介、钢铁及其合金分析、非铁金属
及其合金分析、稀土材料分析和金属材料化学分析实验。为了便于教学，《金属材料化学分析》另配
备了电子教案，选择《金属材料化学分析》作为教材的教师可来电索取（010-88379201），或登
录WWW.cmpedu.com网站注册免费下载。
《金属材料化学分析》可作为高职、高专、各类成人教育金属材料检测类专业、工业化学分析类专业
及无损检测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供科研或生产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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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单元  定量分析化学概论  模块一　定量分析的一般步骤  模块二  滴定分析方法概述  模块
三  分析误差与数据处理  综合训练第二单元  化学滴定分析方法  模块一　酸碱滴定法  模块二　配位滴
定法  模块三　氧化还原滴定法  模块四　沉淀滴定法  综合训练第三单元  试样的采集与制备  模块一  
采制样的重要性及取样理论  模块二　试样采集方法  模块三　试样的制备  综合训练第四单元  固体试
样的分解及分析方法的选择  模块一  固体试样的分解方法  模块二　湿法分解法  模块三　干法分解法  
模块四  干扰物质的分离方法  模块五  分析方法的选择  综合训练第五单元  常用仪器分析方法简介  模
块一  可见分光光度法概述  模块二  电位分析法测溶液酸度  模块三  X射线荧光分析  模块四  最新分析
仪器简介  综合训练第六单元  钢铁及其合金分析  模块一  金属材料的性能  模块二　钢铁分析  模块三  
锰及锰合金分析  模块四  铬及铬合金分析  综合训练第七单元  非铁金属及其合金分析  模块一  铝及铝
合金分析  模块二  铜及铜合金分析  模块三　钛及钛合金分析  模块四  锌及锌合金分析  综合训练第八
单元  稀土材料分析  模块一  概述  模块二稀土分离方法  模块三  稀土分析方法  模块四  稀土分析应用实
例  综合训练第九单元  金属材料化学分析实验  实验一  盐酸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实验二  混合碱中碳酸
钠和碳酸氢钠含量的测定  实验三  EDTA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实验四  铁矿石中全铁含量的测定铁的
比色测定  实验五  铝合金中铝含量的测定  实验六  燃烧气体容量法测定钢铁及合金中碳含量  实验七  
燃烧碘量滴定法测定钢铁中硫含量  实验八  氟硅酸钾滴定法测定硅铁中硅含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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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化学分析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化学分析技术”是高职高专材料工程技术类专业的一门
重要的实用技术课程，与化学学科的重要分支-分析化学在原理上完全一致，但它更加突出知识的特色
和实用性，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　　分析化学是表征和量测的科学，是研
究物质的化学组成、含量、结构的分析方法及有关理论的一门学科。按照分析化学的任务，可将其分
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部分。定性分析的任务是确定物质由哪些组分（元素、离子、基团和化合物
）组成，也就是确定组成物质的各组分“是什么”；定量分析的任务是测定物质中有关部分的含量，
也就是确定物质中被测组分“有多少”。在进行物质分析时，首先要确定物质有哪些组分，然后选择
适当的分析方法来测定各组分的含量。在生产中，大多数情况下物料的基本组成是已知的，只需要对
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以及其他辅助材料进行及时准确的定量分析。化学分析技术主要讲述定量分析
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着重介绍无机非金属材料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化学组成的分析检测技术
。　　化学分析技术对化学其他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和进步。许多化
学定律和理论都是用化学分析的方法确定的，对于其他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如地质学、海洋学、矿物
学、考古学、生物学、医药学、农业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都需要化学分析
提供大量的信息。　　不仅如此，化学分析技术对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具有
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例如，在工业上，资源的勘测、原料的配比、工艺流程的控制、产品检验与“三
废”处理；在农业上，土壤的普查、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农产品的质量检验；在尖端科学和国防建设
中，原子能材料、半导体材料、超纯物质、航天技术等的研究都要应用化学技术。对于进出口商品的
质量检验、引进产品的“消化”和“吸收”，也需要化学分析技术。因此，人们常将化验室称为生产
、科研的“眼睛”。化学分析技术在实现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化学分析技术的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化学分析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是高职高专材料工程技术类、金属
材料检测类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术。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实践技
能这一重要环节。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有关物质的化学组成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测定方
法，树立准确的量的概念；加强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培养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态度；提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为学习后续课程和将来的实际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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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不怎么的，可以偶尔看看。
2、和书的内容没关，只是自己不会去看了，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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