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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书主要是面向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各专业本科生，同时也涵盖了医学院、药学院、理工学院等相关
专业的无机化学课程的实验内容，因此，第三版有更宽的适用面。
　　本书分基础操作训练、常数测定、化合物的制备与提纯、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离子的分离与
鉴定、废液的回收处理和水的净化及特色创新实验七部分。
不同专业可根据需要选择自己所侧重的内容。
此外，一些实验还设有选做部分，这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难度，各专业可根据需要适当选用。
　　每个实验中的“实验提要”目的在于使学生对实验的内容达到基本理解，使实验顺利进行；“问
题与讨论”有助于学生在实验前能更好地理解实验原理，把握实验重点，抓住实验关键，在实验后能
分析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深入思考并进一步扩展知识。
因此要求在实验前充分预习并认真思考。
　　为了加强培养学生的动手、分析能力，进一步提高实验课的质量，本书尽量减少验证性实验。
增加制备、分离、提纯、鉴定和设计性实验等方面的内容。
同时把四大平衡统一到热力学原理中进行叙述。
并贯彻在各有关实验中。
与第二版相比，第三版删减了部分略为陈旧的内容，增加了部分新的内容，如纳米硒、纳米硫的制备
等，这些内容是编著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的实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通过适当安排可以形成系列实验。
如果教师在选择和安排实验时能注意利用其内在联系，则既可激发学生的兴趣，又可节省实验经费，
减少环境污染。
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在修订过程中，有些经典实验借鉴已出版教材的内容。
使用过第二版的师生也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暨南大学出版社和化学系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在此一一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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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书主要是面向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各专业本科生，同时也涵盖了医学院、药学院、理工学院等相关
专业的无机化学课程的实验内容，因此，第三版有更宽的适用面。
     本书分基础操作训练、常数测定、化合物的制备与提纯、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离子的分离与鉴
定、废液的回收处理和水的净化及特色创新实验七部分。
不同专业可根据需要选择自己所侧重的内容。
此外，一些实验还设有选做部分，这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难度，各专业可根据需要适当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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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入化学实验室，每个人都务必十分重视安全问题，决不能麻痹大意。
进入化学实验室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十分熟悉实验室的一般安全守则；熟悉易燃、易爆、具有腐蚀性
的药物及毒物的使用规则；熟悉化学实验意外事故的处理及救护措施。
在每一个实验前都应充分了解该实验的有关安全注意事项，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应集中注意力，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各项安全守则，避免事故的发生。
　　1.实验室的一般安全守则　　（1）师生务必了解实验室内及周围环境各项灭火和救护设备（如沙
箱、灭火器、急救箱等）及安放的位置，以及水管阀门、电闸的位置；熟悉各类灭火器的性能和使用
方法。
　　（2）严禁在实验室内饮食、吸烟。
　　（3）使用电器时，要谨防触电。
不要用湿手湿物接触电器设备。
实验后应随手关闭电器开关。
　　（4）加热试管时，试管口不要对着自己和别人，也不要俯视正在加热的液体，以免因液体溅出
而受到伤害。
　　（5）不要直接用手触及毒物。
实验完毕，洗净双手方可离开实验室。
　　（6）实验室内所有药品不得携带出室外。
　　2.易燃、易爆、具有腐蚀性的药物及毒物的使用规则　　（1）涉及氢气的实验，操作时要远离明
火，点燃氢气前，必须先检查氢气的纯度。
　　（2）银氨溶液久置后会变成氮化银而发生爆炸，用剩的银氨溶液必须酸化后回收。
　　（3）某些强氧化剂（如氯酸钾、过氧化钠、硝酸钾、高锰酸钾）及其混合物（如氯酸钾与红磷
、碳、硫等的混合物）不能研磨，以防爆炸。
　　（4）钾、钠暴露在空气中或与水接触易燃烧，应保存在煤油中，并用镊子取用。
　　（5）白磷在空气中易自燃且有剧毒，能灼伤皮肤，切勿与人体接触，应保存在水中，在水下切
割并用镊子取用。
　　（6）有机溶剂（如乙醇、乙醚、苯、丙酮等）易燃，使用时要远离明火，用后立即盖紧瓶塞并
放置在阴凉处。
　　（7）浓酸、浓碱具有强腐蚀性，切勿使其溅在皮肤或衣服上，尤其要注意保护眼睛。
稀释时（特别是浓硫酸），应将它们慢慢倒入水中而不能相反进行，以避免进溅。
　　（8）能产生有毒、有刺激性恶臭气体的实验（如硫化氢、氯气、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
硫、溴等），都要在通风橱或台面通风口下面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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