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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检验技术》

前言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是于2002年经辽宁省政府审批，辽宁省教育厅与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联
合创办的与石化产业紧密对接的独立高职院校。多年来，学院深入探索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2007年，以于雷教授《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报告为引领
，学院正式启动工学结合教学改革，评选出10名工学结合教学改革能手，奠定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人
才基础。　　2008年，制定了7个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确立了21门工学结合改革课程，建设
了13门特色校本教材，完成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初步探索。　　2009年，伴随辽宁省示范校建设，依
托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优势，多元化投资建成特色产学研实训基地，提供了项目化教材内容实施的环境
保障。　　2010年，以戴士弘教授《高职课程的能力本位项目化改造》报告为切入点，广大教师进一
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面进行项目化课程改造，确立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指导理念。　　2011年
，围绕国家骨干校建设，学院聘请李学锋教授对教师系统培训&ldquo;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高职课程
开发理论&rdquo;，校企专家共同构建工学结合课程体系，骨干校各重点建设专业分别形成了符合各自
实际、突出各自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全面开展专业核心课程和带动课程的项目导向教材建设工作
。　　学院整体规划建设的&ldquo;项目导向系列教材&rdquo;包括骨干校5个重点建设专业（石油化工
生产技术、炼油技术、化工设备维修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工业分析与检验）的专业标准与课
程标准，以及52门课程的项目导向教材。该系列教材体现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点：　　在整体设计上，摒弃了学科本位的学术理论中心设计，采用了社会本位的岗位
工作任务流程中心设计，保证了教材的职业性；　　在内容编排上，以对行业、企业、岗位的调研为
基础，以对职业岗位群的责任、任务、工作流程分析为依据，以实际操作的工作任务为载体组织内容
，增加了社会需要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新理念，保证了教材的实用性；　　在教学实施上，
以学生的能力发展为本位，以实训条件和网络课程资源为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实现了基础理
论、职业素质、操作能力同步，保证了教材的有效性；　　在课堂评价上，着重过程性评价，弱化终
结性评价，把评价作为提升再学习效能的反馈工具，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　　目前，该系列教材经
过校内应用已收到了满意的教学效果，并已应用到企业员工培训工作中，受到了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
高度评价，希望能够正式出版。根据他们的建议及实际使用效果，学院组织任课教师、企业专家和出
版社编辑，对教材内容和形式再次进行了论证、修改和完善，予以整体立项出版，既是对我院几年来
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一次总结，也希望能够对兄弟院校的教学改革和行业企业的员工培训有所助益。
　　感谢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各位专家与同仁，感谢全体教职员工的辛勤工作，
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教学改革和本次出版的系列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持续改进。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继春　　2012年春于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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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产品检验技术》是基于工作过程项目课程的教材，将有机分析、有机化学知识、技能及有机产
品检验岗位工作任务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整合为一体，按照岗位对分析检验人员的知识、能力、素质
要求，选择了典型工作任务，通过完成任务的过程，创设真实工作情境，渗透必备知识。分析方法采
用最新的国家标准。
《有机产品检验技术》包括十个学习情境，物性检验、航空煤油碘值测定、工业季戊四醇检验、防冻
液用乙二醇的检验、工业硬脂酸检验、糖类检验、医药中间体乙酰苯胺检验、防腐剂苯甲酸和山梨酸
分离与检验、乙酸异戊酯合成与检验。涵盖有机产品物性检验、有机官能团的定量分析、有机产品分
离技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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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习情境一有机产品物性检验
任务一熔点测定
【任务描述】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任务二沸点测定
【任务描述】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拓展任务沸程测定
【知识链接】
任务三密度测定
【任务描述】
子任务一密度瓶法测定密度
子任务二韦氏天平法测定密度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任务四折射率测定
【任务描述】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任务五比旋光度测定
【任务描述】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二碘值测定
【任务描述】
任务一航空煤油碘值测定--碘?乙醇法
拓展任务动植物油脂碘值测定--韦氏法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三工业用季戊四醇的检验
【任务描述】
任务一季戊四醇含量测定--乙酸酐?乙酸钠?乙酰化法
任务二灰分的测定
任务三季戊四醇熔点的测定
任务四加热减量的测定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四防冻液用乙二醇的检验
【任务描述】
任务一乙二醇含量测定--高碘酸氧化法
任务二酸度测定
任务三物性检验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五甲醛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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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描述】
任务一甲醛含量测定--亚硫酸钠法
任务二水质甲醛的测定--乙酰丙酮分光光
度法
【知识链接】
拓展任务丙酮含量测定--盐酸羟胺肟
化法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六工业用硬脂酸的检验
【任务描述】
任务一工业硬脂酸酸值测定--碱滴定法
任务二工业硬脂酸皂化值的测定--皂化回滴法
任务三工业硬脂酸碘值测定--韦氏法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拓展任务乙酸乙酯含量测定--气相色谱法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七医药中间体乙酰苯胺检验
【任务描述】
任务一乙酰苯胺含量测定--重氮化法
任务二苯胺测定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八糖类检验
【任务描述】
任务一果汁饮品还原糖的测定--费林溶液直接滴定法
【知识链接】
任务二蜂蜜中蔗糖的测定--还原糖法
【任务描述】
任务三淀粉的测定--旋光法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九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测定
【任务描述】
任务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含量的测定--色层分析法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学习情境十乙酸异戊酯合成与检验
【任务描述】
任务一乙酸异戊酯合成
任务二乙酸异戊酯产品检验
【知识链接】
【能力测评】
附录
附录一常用有机产品物理常数
附录二有机产品检验常用指示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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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薄层色谱法 薄层色谱法又称薄板色谱法，是色谱中应用最普遍的方法之一。把吸附剂均匀地
铺在一块玻璃板或塑料板上形成薄层，在薄层上进行色层分离称为薄层色谱。1.基本原理 Rf值是衡量
物质在薄层上分离及鉴定的一个数值，具有较大极性的化合物在薄层板上呈现较强吸附力，它们的Rf
值较小，因此利用化合物极性不同，在不同展开剂上显示不同Rf值，可以达到分离。Rf值彼此相差较
远，说明物质分离较好。2.色谱条件的选择 吸附剂和展开剂的选择是薄层色谱分离能否获得成功的关
键，必须根据欲分离物质的性质适当地选择使用。①常用的吸附剂氧化铝、硅胶、聚酰胺、硅藻土。
②展开剂的选择薄层色谱所用展开剂主要是低沸点的有机溶剂，一般使用2～3种组分的多元溶剂系统
。在实际选择时，可以先选择某一种溶剂，根据试样在薄层上的分离效果及Rf值的大小，再加减其他
溶剂。例如先用石油醚展开，然后换石油醚：苯=9：1，8：2或5：5等。或先用苯展开，再换苯：乙
醇=9：1，8：2或7：3等。也可先用中等极性的氯仿或乙酸乙酯展开，如极性太大，可用苯：氯仿或乙
酸乙酯=1：1展开，若极性太小，可用氯仿：甲醇=9：1或95：5展开，从而找到能分离的展开剂。一
般要求斑点的Rf值在0.2～0.8之间，最好在0.4～0.5之间。一般可用化学纯或分析纯的试剂来配制展开
剂。混合展开剂要现用现配，否则在放置过程中，由于不同溶剂挥发性不同，会使溶剂的配比发生变
化。3.操作步骤 制板一活化一点样一展开一定性或定量。（1）制板 常用的薄层板可分为硬板（湿板
）与软板（干板）两种。在吸附剂中加入胶黏剂所制成的板称为硬板。不加胶黏剂，将吸附剂直接铺
在玻璃板上称为软板。①软板的制备。在一根玻璃棒的两端分别绕几圈橡皮膏，或套上橡皮圈，其厚
度即为薄层的厚度，一般以0.3～0.5mm为宜。如图9—7。将已经烘干活化的吸附剂洒上，将玻璃板一
端固定，然后用玻璃棒压在玻璃板上，用力均衡匀速地推进。中途切勿停顿，否则薄层厚度不均匀，
影响分离效果。软板由于无胶黏剂，薄层很不牢固，点样和显色等操作都要小心，切勿将薄层吹散。
②硬板的制备。常用的胶黏剂有羧甲基纤维素钠（CMC）、石膏、淀粉、聚乙烯醇等。通常大都使用
羧甲基纤维素钠，它是一种黏结性很强的新型胶黏剂，一般是以水煮沸溶解为0.5％～1％的溶液使用
。称取2g硅胶于8mL1％有羧甲基纤维素钠（CMC）溶液中，调成糊状，用研钵的杵在薄板上涂布均
匀，用手轻轻振动，使其成平整薄层，平铺在玻板上，空气下干燥，然后在110℃烘箱内活化0.5h。2g
硅胶可铺8块载玻片。（2）活化 涂好的薄层板要进行活化，活化的目的是使其失去部分或全部水分，
具有一定的活度即吸附能力。（3）点样 待薄层干燥后，进行点样，先在薄板底线1～1.5cm处画一条
线，将待分离样品溶于低沸点溶剂中（一般用乙醇、丙酮、氯仿等，不宜用水）配制0.5％～1％的溶
液，用毛细管点样，样品斑点要小，点样间距1～1.5cm。（4）展开 配制的展开剂置于密闭展开槽中
，展开剂用量约在槽底部1cm高，将薄板轻轻放入，用上行法、下行法或近水平法展开。对于软板，
采用近水平方向展开，薄层与水平方向夹角为10&deg;～20&deg;，倾斜角过大，薄层易脱落，过小，
影响分离。对于硬板，多采用近垂盲方向展开。（5）显色 常用的显色方法有三类：在紫外线下观察
、以蒸气熏蒸显色以及喷以各种显色剂。把展开后的薄层放在紫外线下观察时，如果采用硅胶GF254
铺成薄层，在紫外线照射下整个薄层呈现黄绿色荧光，斑点部分呈现暗色，更为明显。利用蒸气熏蒸
显色时，常用的试剂有固体碘、浓氨水、液体溴。在密闭的容器中用碘蒸气熏蒸，多数有机物能显黄
到暗褐色斑点。但注意，显色后在空气中放置时，颜色会渐渐褪去。（6）定性分析 显色后可以根据
各个斑点在薄层上的位置计算出Rf值，然后与文献记载的Rf值比较以鉴定物质。薄层色谱Rf值的影响
因素很多，重现性较差，文献上查到的Rf值只能供参考。（7）定量分析 采用目视比较半定量法。将
试液与一系列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并排点于同一薄层上，色谱展开后比较薄层上斑点的面积及颜色深
浅，可以估计某组分的大概含量。

Page 7



《有机产品检验技术》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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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有机产品检验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