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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

前言

　　在我国非化学专业化学基础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中，把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两门课程合
并成无机及分析化学一门课程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通过知识和理论体系的重组，达到了删繁就简、避
免重复、减少学时的目的。经过近20年的改革实践，这一课程已逐步得到了认可，且适用于理、工、
农、医等专业的各类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教材先后问世。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发生了
巨大的变革。一些大学通过合并使专业、学科更为齐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许多单科性
学院也发展成了多科性的大学。同时，高等教育应该是宽口径的专业基础教育的新型高教理念已逐步
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基础课若仍按理、工、农、医分门别类采用不同的教材进行教学，既
不利于巩固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成果，也不利于对学生的培养。因此适时地编写一些适用于不同专业
的通用公共基础课教材，是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新浙江大学化学
基础课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认识到编写非化学类理、工、农、医等相关专业本科生通用的无机及分析
化学教材，符合当前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院校的化学基础课教学的需要。在化学系领导的指导和支持
下，抽调了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成立了编写小组。编写者中有些曾主编或参编过工、农、医科的
《无机及分析化学》教材。为了使教材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特邀请浙江工业大学的倪哲明老师参加
本书的编写工作。经过多次的研讨，我们认为理、工、农、医有关专业对化学的要求是基本相同的，
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要求是一致的，通用教材的编写应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贯彻本科教
学素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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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

内容概要

《无机及分析化学》可作为非化学类专业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有关人员参考。本教材是
在大学化学基础课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的适用于非化学类专业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材。本教材突
破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理论分段编写的体系，将无机化学中的化学平衡原理和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
，以减少重复或脱节。在编写框架上，《无机及分析化学》首先从宏观上介绍分散体系的基本性质和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进而从微观上介绍物质结构的基本知识。然后简述定量化学的基础知识，论述
溶液中各种类型的化学平衡以及在滴定分析中的应用，并对常用的仪器分析方法做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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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4.4.1 缓冲作用原理4.4.2 缓冲溶液pH的计算4.4.3 缓冲容量4.4.4 重要缓冲溶液4.5 弱酸(碱）溶液中各型
体的分布4.5.1 一元弱酸(碱）溶液4.5.2 多元弱酸溶液中各种型体的分布4.6 酸碱滴定法4.6.1 酸碱滴定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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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超临界流体与待分离的混合物（可以是固体也可以是液体）接触，控制系统的压力和温度使待分
离的组分溶解在其中进行萃取，然后，降低压力，在低压系统中降低超临界流体的密度，使待分离组
分与超临界流体进行分离。　　2.超临界流体的选择　　在超临界萃取中萃取剂的选择按萃取对象的
不同而改变。超临界流体的选择主要考虑它对被萃取物质的溶解能力，可根据“相似相溶”的原则，
即若被萃取物是非极性或弱极性的，则选择极性小的超临界流体，而若被萃取物是极性化合物，则选
择极性大的超临界流体，在其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以上的条件下进行超临界萃取。表12-3列举了一些
常见的萃取剂的临界温度和临界压力。通常用CO2作超I临界流体萃取剂萃取分离弱极性和非极性的化
合物；用氨作超临界流体萃取剂萃取分离极性较大的化合物。　　另外在选择萃取剂时也应考虑被萃
取物的用途，若用于医药、食品等，必须选用无毒的超临界流体，如CO2等。　　3.影响超临界萃取
的因素　　温度的影响温度的改变会影响超临界流体的密度和溶质的蒸气压两个因素，从而影响萃取
能力。通常，在低温区（仍在Tc以上），温度升高，流体密度下降，而溶质的蒸气压增加不大，因此
，萃取能力降低；当温度进一步升高至高温区时，虽然超临界流体的密度进一步地下降，但溶质的蒸
气压迅速增加，而且占主导作用，因此，萃取能力反而提高。　　压力的影响在临界点以上，压力稍
有增加，超临界流体对溶质的溶解度急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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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北大的化学原理写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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