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必备 18 篇）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1篇 

    高中化学实验中温度计的使用分哪三种情况以及哪些实验需要温度

计  

    测反应混合物的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需要测出反应混合物的准确温

度，因此，应将温度计插入混合物中间。  

    ①测物质溶解度。  

    ②实验室制乙烯。  

     测蒸气的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多用于测量物质的沸点，由于液

体在沸腾时，液体和蒸气的温度相同，所以只要测蒸气的温度。  

    ①实验室蒸馏石油。  

    ②测定乙醇的沸点。  

     测水浴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往往只要使反应物的温度保持相对

稳定，所以利用水浴加热，温度计则插入水浴中。  

    ①温度对反应速率影响的反应。  

    ②苯的硝化反应。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2篇 

    高中化学实验操作中的七原则  

    掌握下列七个有关操作顺序的原则，就可以正确解答掌握下列七个有关操作顺序的原则，就可以正确解答 实验程序判断



                                      
                           

题题 。    

从下往上从下往上 原则。以 Cl2 实验室制法为例，装配发生装置顺序是：放

好铁架台→摆好酒精灯→根据酒精灯位置固定好铁圈→石棉网→固定好

圆底烧瓶。    

从左到右从左到右 原则。装配复杂装置应遵循从左到右顺序。如上装置装

配顺序为：发生装置→集气瓶→烧杯。  

     先先 塞塞 后后 定定 原则。带导管的塞子在烧瓶固定前塞好，以免烧瓶固

定后因不宜用力而塞不紧或因用力过猛而损坏仪器。    

固体先放固体先放 原则。上例中，烧瓶内试剂 MnO2应在烧瓶固定前装入，

以免固体放入时损坏烧瓶。总之固体试剂应在固定前加入相应容器中。    

液体后加液体后加 原则。液体药品在烧瓶固定后加入。如上例中浓盐酸应

在烧瓶固定后在分液漏斗中缓慢加入。  

     先验气密性(装入药口前进行)原则。  

     后点酒精灯(所有装置装完后再点酒精灯)原则。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3篇 

    测反应混合物的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需要测出反应混合物的准确温

度，因此，应将温度计插入混合物中间。  

    ①测物质溶解度。  

    ②实验室制乙烯。  

    测蒸气的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多用于测量物质的沸点，由于液体



                                      
                           

在沸腾时，液体和蒸气的温度相同，所以只要测蒸气的温度。  

    ①实验室蒸馏石油。  

    ②测定乙醇的沸点。  

    测水浴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往往只要使反应物的温度保持相对稳

定，所以利用水浴加热，温度计则插入水浴中。  

    ①温度对反应速率影响的反应。  

    ②苯的硝化反应。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4篇 

    临邑一中高二化学教研组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全组 12 人在工作中都

本着谦虚、诚恳待人，少说多做的办事原则，遇到问题广泛征求本组老师

们的意见，使教学教育工作合理有效的进行，调节老师们的心情使他们都

能愉快地投入工作，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本学期，在学校和年级的正确

领导和帮助下，在组内全体老师的齐心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学校交给的

各项工作任务，现具体总结如下：  

    一、严格落实各项教育教学计划。  

    1、认真完成教育教研工作  

    依据开学初制定的工作计划，组内确立了以备课组为单位的教学工作

目标，利用教研组活动时间，学习和落实常规的教学任务，通过集中评课、

集体备课、集中进行探讨等“诱思探究方法”多种方式来相互督促、相互

促进，加强了各备课组之间的相互交流 ;组内新教师，在教研组各位老师



                                      
                           

的帮助下，和他们自身的不断努力下，迅速成长，业务水平不断在提高，

已经完成了角色转变，在教学上都获得很大收获，教研组全体老师都愿为

此不懈努力。  

    2、潜心钻研业务，教育科研硕果累累：  

    本学期，在学校教学工作的精心组织和指导下，新课程改革极大地调

动了每位教师钻研教学进行教研的积极性，在充满竞争机制的环境下，大

家主动研究的意识明显增强。本学期老师们不多努力的背后，培养训练出

过硬的教育教学素质。  

    3、通过开设各种公开课、鼓励听课促进交流、提高  

    本学期全组积极响应学校号召，组织全组教师进行公开课教学，积极

参加全员说课，学校岗位比武等教学活动。通过集中听课、评课，个别交

流等多种方式来相互督促、相互促进，加强了各备课组之间、教师之间的

相互交流，增进了感情，培养了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同时提高了老师的

教学教研水平。  

    4、化学成绩不俗  

    本学期来，组织成立了高二化学竞赛辅导班，组织骨干教师对选拔出

的优秀学生进行辅导，在尖子生培养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各年级教师克

服教学负担重、学生素质不高等困难，任劳任怨，团结协作，精心辅导取

得良好的成绩。  

    二、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半年的工作中，由于组内存在的特殊情况，

需要很多同志要承担较大工作量，在困难面前，同志们都相互理解、相互

支持，不给学校出难题。如实验室条件的落后，新课程教学难把握，教学

任务重。本学期学校又加强了实验室的管理力度，对于学校提出的高标准、

严要求，以学校的工作大局为重，任劳任怨、积极进取、团结互助的精神

一直是我们化学教研组的传统。  

    三、教研组工作感想。  

    回顾本学期的教研组工作，我深深的感到：务本求实是取得一切成绩

的根本保障，愉快的心境是缓解疲劳最为有效的方式，团结出智慧、协作

出成果，化学组人追求朴实的信念，那就是：说到不如做到，要做争做最

好。但化学组从各个方面讲仍还是一支较为年轻的队伍，在走向成熟的过

程中，我们有决心通过阶段性回头看来不断自我完善，克服现存的缺点和

不足，虚心向其他教研组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学校的发展再上

新台阶，做出我们应尽的努力。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5篇 

    一、认真执行教学实验计划  

    认真钻研教材、大纲，开齐教材所规定的所有学生实验和演示实验。

并针对实际不断变化的教学内容对现有的演示实验作一些改进和增设一

定的实验，以便在教学上有利于突破重点难点。本学期共完成全校 6个班

级的化学实验教学任务的准备工作，努力协助各任课教师完成实验教学工



                                      
                           

作，提高学生的化学实验操作水平和能力。共完成化学学生分组实验 12

个，学生分组实验率 101%，教师演示实验 10个，教师演示实验率 101%。  

    二、强化管理规范到位  

    实验室的特点是教学仪器、药品、材料种类繁多，设备复杂。为此我

做到如下几点：  

    1、新调入的器材药品，先检查验收，没问题后再登记入帐，记明规

格、数量、金额。  

    2、标定橱目标签，每层所放教学仪器、药品、材料都编卡登记，做

到教学仪器、药品存放定位，排列有序，取用方便安全。  

    3、任课教师领取实验教学仪器、药品先填写实验通知单，根据实验

通知单提供仪器、药品，任课教师用完归还时检查核对，如有损坏或丢失，

查明情况，按规定要求报废或赔偿。  

    4、任课教师领取危险药品时除填好通知单外，还要由主管领导批准

签字，我根据实验通知单提供危险品，并严格控制危险品的领取量，剩余

危险品做到妥善的回收和保管。  

    5、在期末认真清点仪器药品，履行报废手续，及时处理报废的仪器，

做到帐物相符，帐物一致。  

    6、学期开始及时制订所需仪器、药品的采购计划并及时采购。  

    三、规章制度落实到位  

    实验室的管理与使用必须严格遵照规章制度，才能使实验室管理的规



                                      
                           

范化得以实现，才能保障实验室教学的正常进行。严格执行实验室的各项

规章制度，防止各种实验事故的发生，上化学实验学生必须戴眼镜，对有

毒、有害药品的使用反复强调实验操作规范，指导学生做好实验。实验注

意用电安全，杜绝人身伤害事故。  

    1、在组织学生上第一节分组实验之前，认真学习各种规章制度。  

    2、学生在实验中损坏了仪器，依据责任大小，严格执行《关于学生

损坏教学仪器赔偿的规定》，大大增强学生爱护仪器的意识。  

    3、在实验过程中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生实验守则》、《化学实验安

全操作规范》，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避免了意外事故的发生。  

    4、一些有毒、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分类放入危险品库内，严格执行

双人双锁管理。  

    四、讲究科学保管到位  

    实验室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应讲科学，用科学，做到科学化管理，仪器

药品存放本着上轻、下重、防潮、防压、防晒、防霉、防锈蚀、防虫蛀、

整洁美观的原则。要保管好各种仪器、药品，防止各种事故发生。  

    1、将药品分类入橱，对化学试剂的标签及时进行防腐处理。  

    2、仪器和药品分开存放，金属仪器远离药品。  

    3、在怕潮湿的.药品橱内放置干燥剂。  

    4、带磨口的玻璃仪器洗净凉干，在磨口处垫上纸片存放。  

    5、胶塞、胶管用后洗净阴干，撒上滑石粉、防晒及防止与有机试剂



                                      
                           

接触。  

    6、铁制器材使用后保持干燥，及时除锈，图上黄油或少量机油。并

经常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五、工作认真责任到位  

    工作中我处处细心，时时留心。  

    1、做到“五查”：上班后首先检查实验室、准备室的水电是否关闭，

门窗是否上锁，确保三室的安全；要经常检查灭火器、防火沙包是否齐备

完好；经常检查实验室药品库通风设备是否完好使用；经常检查有毒、易

燃、易爆等危险品是否存放好。  

    2、做到“四勤一备一及时”即玻璃仪器勤清洗；实验仪器勤保养；

仪器、药品摆放勤整理；室内卫生勤打扫；急救药品材料要常备；发现仪

器有损坏及时修理。强化“一个意识”。我对每个演示实验、分组实验中

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考虑周全，在教师、学生实验之前，把实验中应注意

的事项加以强调，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以防突发事件发生，时刻把安全

意识放到首位。  

    3、搞好实验室的清洁卫生工作，平时每星期打扫一次，并及时做好

仪器的清理归类工作，对仪器上的灰尘也要一星期擦一次。  

    4、做好仪器设备的保养维修工作仪器设备出现问题及时上报进行及

时的修理，不耽误教学、检查工作的进行。  

    5、做好仪器药品的登记做帐工作，把校产方面的工作，做全、做细，



                                      
                           

不在工作上拖后腿。  

    总之，实验室的工作千头万绪，实验室的管理水平永无止境，作为实

验室工作人员，我尽职尽力，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多阅读相关杂志，不

断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使自己的管理更科学、更规范，以便更好地为教

学服务。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6篇 

    焰色反应全集  

    (一)钠离子钠的焰色反应本应不难做，但实际做起来最麻烦。因为钠

的焰色为黄色，而酒精灯的火焰因灯头灯芯不干净、酒精不纯而使火焰大

多呈黄色。即使是近乎无色(浅淡蓝色)的火焰，一根新的铁丝(或镍丝、

铂丝)放在外焰上灼烧，开始时火焰也是黄色的，很难说明焰色是钠离子

的还是原来酒精灯的焰色。要明显看到钠的黄色火焰，可用如下方法。  

    ⑴方法一(镊子-棉花-酒精法)：用镊子取一小团棉花(脱脂棉，下同)

吸少许酒精(95%乙醇，下同)，把棉花上的酒精挤干，用该棉花沾一些氯

化钠或无水碳酸钠粉末(研细)，点燃。  

    ⑵方法二(铁丝法)：  

    ①取一条细铁丝，一端用砂纸擦净，再在酒精灯外焰上灼烧至无黄色

火焰  

    ②用该端铁丝沾一下水，再沾一些氯化钠或无水碳酸钠粉末  

    ③点燃一盏新的酒精灯(灯头灯芯干净、酒精纯)  



                                     
                           

④把沾有钠盐粉末的铁丝放在外焰尖上灼烧，这时外焰尖上有一个小

的黄色火焰，那就是钠焰。以上做法教师演示实验较易做到，但学生实验

因大多数酒精灯都不干净而很难看到焰尖，可改为以下做法：沾有钠盐的

铁丝放在外焰中任一有蓝色火焰的部位灼烧，黄色火焰覆盖蓝色火焰，就

可认为黄色火焰就是钠焰。  

    (二)钾离子  

    ⑴方法一(烧杯-酒精法)：取一小药匙无水碳酸钠粉末(充分研细)放

在一倒置的小烧杯上，滴加 5～6 滴酒精，点燃，可看到明显的浅紫色火

焰，如果隔一钴玻璃片观察，则更明显看到紫色火焰。  

    ⑵方法二(蒸发皿-酒精法)：取一药匙无水碳酸钠粉末放在一个小发

皿内，加入 1毫升酒精，点燃，燃烧时用玻棒不断搅动，可看到紫色火焰，

透过钴玻璃片观察效果更好，到酒精快烧完时现象更明显。  

    ⑶方法三(铁丝-棉花-水法)：取少许碳酸钠粉末放在一小蒸发皿内，

加一两滴水调成糊状;再取一条小铁丝，一端擦净，弯一个小圈，圈内夹

一小团棉花，棉花沾一点水，又把水挤干，把棉花沾满上述糊状碳酸钠，

放在酒精灯外焰上灼烧，透过钴玻璃片可看到明显的紫色火焰。  

    ⑷方法四(铁丝法)：同钠的方法二中的学生实验方法。该法效果不如

方法一、二、三，但接近课本的做法。观察钾的焰色时，室内光线不要太

强，否则浅紫色的钾焰不明显。  

    (三)锂离子  



                                     
                           

⑴方法一(镊子-棉花-酒精法)：用镊子取一团棉花，吸饱酒精，又把

酒精挤干，把棉花沾满 Li2CO3粉末，点燃。  

    ⑵方法二(铁丝法)：跟钠的方法二相同。  

    (四)钙离子  

    ⑴方法一(镊子-棉花-酒精法)：同钠的方法一。  

    ⑵方法二(烧杯-酒精法)：取一药匙研细的无水氯化钙粉末(要吸少量

水，如果的确一点水也没有，则让其在空气吸一会儿潮)放在倒置的小烧

杯上，滴加 7～8滴酒精，点燃。  

    ⑶方法三(药匙法)：用不锈钢药匙盛少许无水氯化钙(同上)放在酒精

灯外焰上灼烧。  

    (五)锶离子方法一、二：同碳酸锂的方法一、二。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7篇 

    在许多化学实验中都要用到导管和漏斗，因此，它们在实验装置中的

位置正确与否均直接影响到实验的效果，而且在不同的实验中具体要求也

不尽相同。下面是结合实验和化学课本中的实验图，作一简要的分析和归

纳，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气体发生装置中的导管;在容器内的部分都只能露出橡皮塞少许或与

其平行，不然将不利于排气。  

    用排空气法(包括向上和向下)收集气体时，导管都必领伸到集气瓶或

试管的底部附近。这样利于排尽集气瓶或试管内的空气，而收集到较纯净



                                     
                           

  

    用排水法收集气体时，导管只需要伸到集气瓶或试管的口部。原因是

“导管伸入集气瓶和试管的多少都不影响气体的收集”，但两者比较，前

者操作方便。  

    进行气体与溶液反应的实验时，导管应伸到所盛溶液容器的中下部。

这样利于两者接触，充分反应。  

    点燃 H2、CH4等并证明有水生成时，不仅要用大而冷的烧杯，而且导

管以伸入烧杯的 1/3 为宜。若导管伸入烧杯过多，产生的雾滴则会很快气

化，结果观察不到水滴。  

    进行一种气体在另一种气体中燃烧的实验时，被点燃的气体的导管应

放在盛有另一种气体的集气瓶的中央。不然，若与瓶壁相碰或离得太近，

燃烧产生的高温会使集气瓶炸裂。  

    用加热方法制得的物质蒸气，在试管中冷凝并收集时，导管口都必须

与试管中液体的液面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液体经导管倒吸到反应

器中。  

    若需将 HCl、NH3等易溶于水的气体直接通入水中溶解，都必须在导

管上倒接一漏斗并使漏斗边沿稍许浸入水面，以避免水被吸入反应器而导

致实验失败。  

    洗气瓶中供进气的导管务必插到所盛溶液的中下部，以利杂质气体与

溶液充分反应而除尽。供出气的导管则又务必与塞子齐平或稍长一点，以



                                     
                           

  

    制 H2、CO2、H2S和 C2H2等气体时，为方便添加酸液或水，可在容器

的塞子上装一长颈漏斗，且务必使漏斗颈插到液面以下，以免漏气。  

    制 Cl2、HCl、C2H4气体时，为方便添加酸液，也可以在反应器的塞

子上装一漏斗。但由于这些反应都需要加热，所以漏斗颈都必须置于反应

液之上，因而都选用分液漏斗。  

    全部整理就在这里啦，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8篇 

    杂质转化法：欲除去苯中的苯酚，可加入氢氧化钠，使苯酚转化为酚

钠，利用酚钠易溶于水，使之与苯分开。欲除去 Na2CO3中的 NaHCO3可用

加热的方法。  

    吸收洗涤法：欲除去二氧化碳中混有的少量氯化氢和水，可使混合气

体先通过饱和碳酸氢钠的溶液后，再通过浓硫酸。  

    沉淀过滤法：欲除去硫酸亚铁溶液中混有的少量硫酸铜，加入过量铁

粉，待充分反应后，过滤除去不溶物，达到目的。  

    加热升华法：欲除去碘中的沙子，可用此法。  

    溶剂萃取法：欲除去水中含有的少量溴，可用此法。  

    溶液结晶法(结晶和重结晶)：欲除去硝酸钠溶液中少量的氯化钠，可

利用二者的溶解度不同，降低溶液温度，使硝酸钠结晶析出，得到硝酸钠

纯晶。  



                                     
                           

分馏蒸馏法：欲除去乙醚中少量的酒精，可采用多次蒸馏的方法。  

    分液法：欲将密度不同且又互不相溶的液体混合物分离，可采用此法，

如将苯和水分离。  

    渗析法：欲除去胶体中的离子，可采用此法。如除去氢氧化铁胶体中

的氯离子。  

     综合法：欲除去某物质中的杂质，可采用以上各种方法或多种方法

综合运用。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9篇 

    结晶和重结晶：利用物质在溶液中溶解度随温度变化较大，  

    如 NaCl，KNO3。  

    蒸馏冷却法：在沸点上差值大。乙醇中(水)：加入新制的 CaO吸收大

部分水再蒸馏。  

    过滤法：溶与不溶。  

    升华法：SiO2(I2) 。  

    萃取法：如用 CCl4来萃取 I2 水中的 I2。  

    溶解法：Fe 粉(Al 粉)：溶解在过量的 NaOH溶液里过滤分离。  

    增加法：把杂质转化成所需要的物质： CO2(CO)：通过热的

CuO;CO2(SO2)：通过 NaHCO3溶液。  

    吸收法：除去混合气体中的气体杂质，气体杂质必须被药品吸

收;N2(O2)：将混合气体通过铜网吸收 O2。  



                                     
                           

转化法：两种物质难以直接分离，加药品变得容易分离，然后再还原

回去：Al(OH)3，Fe(OH)3：先加 NaOH溶液把 Al(OH)3溶解，过滤，除去

Fe(OH)3，再加酸让 NaAlO2转化成 A1(OH)3。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10 篇 

    实验室里的药品，不能用手接触;不要鼻子凑到容器口去闻气体的气

味，更不能尝结晶的味道。  

    做完实验，用剩的药品不得抛弃，也不要放回原瓶(活泼金属钠、钾

等例外)。  

    取用液体药品时，把瓶塞打开不要正放在桌面上;瓶上的标签应向着

手心，不应向下;放回原处时标签不应向里。  

    如果皮肤上不慎洒上浓 H2SO4，不得先用水洗，应根据情况迅速用布

擦去，再用水冲洗;若眼睛里溅进了酸或碱，切不可用手揉眼，应及时想

办法处理。  

    称量药品时，不能把称量物直接放在托盘上;也不能把称量物放在右

盘上;加法码时不要用手去拿。  

    用滴管添加液体时，不要把滴管伸入量筒(试管)或接触筒壁(试管壁)。  

    向酒精灯里添加酒精时，不得超过酒精灯容积的 2/3，也不得少于容

积的 1/3。  

    不得用燃着的酒精灯去对点另一只酒精灯;熄灭时不得用嘴去吹。  

    给物质加热时不得用酒精灯的内焰和焰心。  



                                      
                           

    给试管加热时，不要把拇指按在短柄上;切不可使试管口对着自己或

旁人;液体的体积一般不要超过试管容积的 1/3。  

    给烧瓶加热时不要忘了垫上石棉网。  

    用坩埚或蒸发皿加热完后，不要直接用手拿回，应用坩埚钳夹取。  

    使用玻璃容器加热时，不要使玻璃容器的底部跟灯芯接触，以免容器

破裂。烧得很热的玻璃容器，不要用冷水冲洗或放在桌面上，以免破裂。  

    过滤液体时，漏斗里的液体的液面不要高于滤纸的边缘，以免杂质进

入滤液。  

    在烧瓶口塞橡皮塞时，切不可把烧瓶放在桌上再使劲塞进塞子，以免

压破烧瓶。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11 篇 

    1、瞄准实验原理或实验目的，它是实验的灵魂;只有充分解读透了实

验原理或目的，再结合题中所给装置的作用，才能顺利解答实验仪器的连

接问题;只有充分解读透了实验原理，才能结合装置内的试剂，回答装置

的作用或实验现象。  

    2、反复阅读，提取有效信息，不要企望读一遍题目，就能很顺利的

完成作答，有时答案就在题目信息中寻找，通过反复阅读，找到题目的答

案与已知信息之间的联系。  

    3、要善于联想，前后联系，以前是否做过相同类型的题目或者相同

的解题思路，任由思维的翅膀自由的飞翔，忌思路不开阔、僵化。  



                                      
                           

    4、实验题是考查语言表达能力的窗口，在回答实验现象或每一步的

作用时，要全面、准确、规范，避免词不达意，掉以轻心。  

高中化学实验总结 第 12 篇 

    化学实验操作中的七原则  

    掌握下列七个有关操作顺序的原则，就可以正确解答“实验程序判断

题”。  

    1、“从下往上”原则  

    以 Cl2 实验室制法为例，装配发生装置顺序是：放好铁架台→摆好酒

精灯→根据酒精灯位置固定好铁圈→石棉网→固定好圆底烧瓶。  

    2、“从左到右”原则  

    装配复杂装置遵循从左到右顺序。如上装置装配顺序为：发生装置→

集气瓶→烧杯。  

    3、先“塞”后“定”原则  

    带导管的塞子在烧瓶固定前塞好，以免烧瓶固定后因不宜用力而塞不

紧或因用力过猛而损坏仪器。  

    4、“固体先放”原则  

    上例中，烧瓶内试剂 MnO2应在烧瓶固定前装入，以免固体放入时损

坏烧瓶。总之固体试剂应在固定前加入相应容器中。  

    5、“液体后加”原则  

    液体药品在烧瓶固定后加入。如上例浓盐酸应在烧瓶固定后在分液漏



                                      
                           

斗中缓慢加入。  

    6、先验气密性(装入药口前进行)原则  

    7、后点酒精灯(所有装置装完后再点酒精灯)原则  

    二  

    化学实验中温度计的使用  

    1、测反应混合物的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需要测出反应混合物的准

确温度，因此，应将温度计插入混合物中间。  

    ①测物质溶解度。②实验室制乙烯。  

    2、测蒸气的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多用于测量物质的沸点，由于

液体在沸腾时，液体和蒸气的温度相同，所以只要测蒸气的温度。  

    ①实验室蒸馏石油。②测定乙醇的沸点。  

    3、测水浴温度：这种类型的实验，往往只要使反应物的温度保持相

对稳定，所以利用水浴加热，温度计则插入水浴中。  

    ①温度对反应速率影响的反应。②苯的硝化反应。  

    三  

    常见的需要塞入棉花的实验  

    加热 KMnO4制氧气 制乙炔和收集 NH3  

    其作用分别是：防止 KMnO4粉末进入导管;防止实验中产生的泡沫涌

入导管;防止氨气与空气对流，以缩短收集 NH3的时间。  

    四  



                                      
                           

    常见物质分离提纯的方法  

    1、结晶和重结晶：利用物质在溶液中溶解度随温度变化较大，如 NaCl，

KNO3。  

    2、蒸馏冷却法：在沸点上差值大。乙醇中(水)：加入新制的 CaO吸

收大部分水再蒸馏。  

    3、过滤法：溶与不溶。  

    4、升华法：SiO2(I2) 。  

    5、萃取法：如用 CCl4来萃取 I2 水中的 I2。  

    6、溶解法：Fe 粉(A1 粉)：溶解在过量的 NaOH溶液里过滤分离。  

    7、增加法：把杂质转化成所需要的物质：CO2(CO)：通过热的

CuO;CO2(SO2)：通过 NaHCO3溶液。  

    8、吸收法：除去混合气体中的气体杂质，气体杂质必须被药品吸收：

N2(O2)：将混合气体通过铜网吸收 O2。  

    9、转化法：两种物质难以直接分离，加药品变得容易分离，然后再

还原回去：Al(OH)3，Fe(OH)3：先加 NaOH溶液把 Al(OH)3溶解，过滤，

除去 Fe(OH)3，再加酸让 NaAlO2转化成 A1(OH)3。  

    五  

    常用去除杂质的 10种方法  

    1、杂质转化法:  

    欲除去苯中的苯酚，可加入氢氧化钠，使苯酚转化为酚钠，利用酚钠



                                      
                           

易溶于水，使之与苯分开。欲除去 Na2CO3中的 NaHCO3可用加热的方法。  

    2、吸收洗涤法:  

    欲除去二氧化碳中混有的少量氯化氢和水，可使混合气体先通过饱和

碳酸氢钠的溶液后，再通过浓硫酸。  

    3、沉淀过滤法:  

    欲除去硫酸亚铁溶液中混有的少量硫酸铜，加入过量铁粉，待充分反

应后，过滤除去不溶物，达到目的。  

    4、加热升华法:  

    欲除去碘中的沙子，可用此法。  

    5、溶剂萃取法:  

    欲除去水中含有的少量溴，可用此法。  

    6、溶液结晶法(结晶和重结晶):  

    欲除去硝酸钠溶液中少量的氯化钠，可利用二者的溶解度不同，降低

溶液温度，使硝酸钠结晶析出，得到硝酸钠纯晶。  

    7、分馏蒸馏法:欲除去乙醚中少量的酒精，可采用多次蒸馏的方法。  

    8、分液法:  

    欲将密度不同且又互不相溶的液体混合物分离，可采用此法，如将苯

和水分离。  

    9、渗析法:  

    欲除去胶体中的离子，可采用此法。如除去氢氧化铁胶体中的氯离子。  



                                      
                           

    10、综合法:  

    欲除去某物质中的杂质，可采用以上各种方法或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六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中 15例“不”  

    1、实验室里的药品，不能用手接触;不要鼻子凑到容器口去闻气体的

气味，更不能尝结晶的味道。  

    2、做完实验，用剩的药品不得抛弃，也不要放回原瓶(活泼金属钠、

钾等例外)。  

    3、取用液体药品时，把瓶塞打开不要正放在桌面上;瓶上的标签应向

着手心，不应向下;放回原处时标签不应向里。  

    4、如果皮肤上不慎洒上浓 H2SO4，不得先用水洗，应根据情况迅速

用布擦去，再用水冲洗;若眼睛里溅进了酸或碱，切不可用手揉眼，应及

时想办法处理。  

    5、称量药品时，不能把称量物直接放在托盘上;也不能把称量物放在

右盘上;加法码时不要用手去拿。  

    6、用滴管添加液体时，不要把滴管伸入量筒(试管)或接触筒壁(试管

壁)。 7、向酒精灯里添加酒精时，不得超过酒精灯容积的 2/3，也不得

少于容积的 1/3。  

    8、不得用燃着的酒精灯去对点另一只酒精灯;熄灭时不得用嘴去吹。  

    9、给物质加热时不得用酒精灯的内焰和焰心。  



                                      
                           

    10、给试管加热时，不要把拇指按在短柄上;切不可使试管口对着自

己或旁人;液体的体积一般不要超过试管容积的 1/3。  

    11、给烧瓶加热时不要忘了垫上石棉网。  

    12、用坩埚或蒸发皿加热完后，不要直接用手拿回，应用坩埚钳夹取。  

    13、使用玻璃容器加热时，不要使玻璃容器的底部跟灯芯接触，以免

容器破裂。烧得很热的玻璃容器，不要用冷水冲洗或放在桌面上，以免破

裂。  

    14、过滤液体时，漏斗里的液体的液面不要高于滤纸的边缘，以免杂

质进入滤液。  

    15、在烧瓶口塞橡皮塞时，切不可把烧瓶放在桌上再使劲塞进塞子，

以免压破烧瓶。  

    七  

    化学实验中 22 例先与后  

    1、加热试管时，应先均匀加热后局部加热。  

    2、用排水法收集气体时，先拿出导管后撤酒精灯。  

    3、制取气体时，先检验气密性后装药品。  

    4、收集气体时，先排净装置中的空气后再收集。  

    5、稀释浓硫酸时，烧杯中先装一定量蒸馏水后再沿器壁缓慢注入浓

硫酸。  

    6、点燃 H2、CH4、C2H4、C2H2等可燃气体时，先检验纯度再点燃。  



                                      
                           

    7、检验卤化烃分子的卤元素时，在水解后的溶液中先加稀 HNO3再加

AgNO3溶液。  

    8、检验 NH3(用红色石蕊试纸)、Cl2( 用淀粉 KI 试纸)、H2S[用 Pb(Ac)2

试纸]等气体时，先用蒸馏水润湿试纸后再与气体接触。  

    9、做固体药品之间的反应实验时，先单独研碎后再混合。  

    10、配制 FeCl3，SnCl2 等易水解的盐溶液时，先溶于少量浓盐酸中，

再稀释。  

    11、中和滴定实验时，用蒸馏水洗过的滴定管先用标准液润洗后再装

标准掖;先用待测液润洗后再移取液体;滴定管读数时先等一二分钟后再

读数;观察锥形瓶中溶液颜色的改变时，先等半分钟颜色不变后即为滴定

终点。  

    12、焰色反应实验时，每做一次，铂丝应先沾上稀盐酸放在火焰上灼

烧到无色时，再做下一次实验。  

    13、用 H2还原 CuO时，先通 H2流，后加热 CuO，反应完毕后先撤酒

精灯，冷却后再停止通 H2。  

    14、配制物质的量浓度溶液时，先用烧杯加蒸馏水至容量瓶刻度线

1cm～2cm后，再改用胶头滴管加水至刻度线。  

    15、安装发生装置时，遵循的原则是：自下而上，先左后右或先下后

上，先左后右。  

    16、浓 H2SO4不慎洒到皮肤上，先迅速用布擦干，再用水冲洗，最后



                                      
                           

再涂上 3%一 5%的 NaHCO3溶液。沾上其他酸时，先水洗，后涂 NaHCO3

溶液。  

    17、碱液沾到皮肤上，先水洗后涂硼酸溶液。  

    18、酸(或碱)流到桌子上，先加 NaHCO3溶液(或醋酸)中和，再水洗，

最后用布擦。  

    19、检验蔗糖、淀粉、纤维素是否水解时，先在水解后的溶液中加

NaOH溶液中和 H2SO4，再加银氨溶液或 Cu(OH)2悬浊液。  

    20、用 pH试纸时，先用玻璃棒沾取待测溶液涂到试纸上，再把试纸

的颜色跟标准比色卡对比，定出 pH。  

    21、配制和保存 Fe2+，Sn2+等易水解、易被空气氧化的盐溶液时;先

把蒸馏水煮沸赶走 O2，再溶解，并加入少量的相应金属粉末和相应酸。  

    22、称量药品时，先在盘上各放二张大小，重量相等的纸(腐蚀药品

放在烧杯等玻璃器皿)，再放药品。加热后的药品，先冷却，后称量。  

    八  

    实验中导管和漏斗的位置  

    在许多化学实验中都要用到导管和漏斗，因此，它们在实验装置中的

位置正确与否均直接影响到实验的效果，而且在不同的实验中具体要求也

不尽相同。下面拟结合实验和化学课本中的实验图，作一简要的分析和归

纳。  

    1、气体发生装置中的导管;在容器内的部分都只能露出橡皮塞少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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