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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章对药学专业学生容量分析实验误差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正措施 , 以供对容量分析实验

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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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化学是药学 、医学检验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

课 ,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分析化学实验中 , 容量分析具有仪

器简单 、成本低 、分析快捷 、操作方便和结果准确度高等特

点 , 在药品纯度分析等方面应用广泛 , 因而在药学专业的分

析化学实验课中 , 占总实验课时的 70%以上。其具体内容包

括酸碱滴定法 、非水滴定法 、沉淀滴定法 、配位滴定法 、氧化

还原滴定法和电位滴定法。近年来学生的容量分析实验结

果不尽人意 , 一般都超过 0.2%的误差(滴定要求误差应≤

0.2%)。笔者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 , 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

及误差的不同性质和特点 , 采取相应的措施 , 获得了比较好

的教学效果。

1　误差分析

误差有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之分 , 偶然误差是不可定

的 , 本文不予分析。系统误差是可定 、可控的 , 是本文分析的

主要内容。学生在同一实验室 、同条件 、同环境中使用合格

的仪器 、相同的试剂和方法做同一个实验 , 其误差的大小差

别主要源于个体的操作技能差异。

1.1　操作　操作不规范是分析结果产生较大误差的主要根

源。分析工作者掌握操作规程 , 正确控制条件下稍有出入就

会产生操作误差 ,分析工作者偏离或违反操作规程就会产生

错误 , 操作错误就会得出错误的分析结果。在学生实验操作

中 , 以上两者兼有。主要发生在仪器洗涤 、药品取用 、溶液配

制 、滴定操作和数据读取中。

1.1.1　仪器洗涤　正确的洗涤程序是:肥皂水刷洗※铬酸

洗液洗※自来水冲洗※蒸馏水洗涤 2 ～ 3次 , 达到器壁水珠

分布均匀为标准。如果容器壁残留有酸性物质 、碱性物质 、

氧化剂 、还原剂或金属离子等 , 在各类滴定中都将多消耗一

定的滴定液或降低所配溶液的浓度 , 致使分析误差增大。学

生操作误差与错误主要为:洗涤不细 、洁净程度不达标;滴定

管 、吸量管 、容量瓶 、锥形瓶用蒸馏水洗涤不到位;滴定管和

吸量管不用待装液洗涤或洗涤次数不够;滴定终点控制不准

确或读数不准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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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药品取量　按实验计算出来的药品取用量分为称取

和量取两种。不吸水 、不与空气中的气体发生化学反应的固

体物质可用洗净且干燥的烧杯或纸片称取 ,反之用带盖的称

量瓶称取;液体药品用吸量管移取。

学生操作误差与错误:称量时 , 天平调 “ 0”不准;取用药

品时因为缠绕称量瓶的纸条高于称量瓶口 ,固体药品钻入纸

片与瓶壁缝隙 , 待松开纸条时 , 药品撒落实验台上未参与反

应;瓶盖不用纸片包裹 , 使实际取出的药品量高于理论值。

量取液体试剂时 , 吸量管外壁附着的试剂不用滤纸吸干 , 使

实际量取的试剂量高于理论计算值;吸量管内所取试剂放完

后 , 管尖内的液滴不按吸量管上标示的方法处理。

1.1.3　溶液配制　配制溶液要用所配溶液体积数匹配的容

量瓶。容量瓶使用前要试漏防漏;溶解或稀释试剂所用的小

烧杯和玻璃棒要用蒸馏水洗涤 2 ～ 3次 , 洗涤液应全部转入

容量瓶;定容时 ,宜用胶头滴管加水至刻度线 ,摇匀。

学生操作误差与错误:溶解或稀释试剂所用的烧杯和玻

璃棒洗涤不净;转移液体时掉漏液滴;振摇不匀 , 致使每次平

行测定时移取的液体浓度不一致;定容操作不细心 ,加水后 ,

液面高于或低于刻度线。

1.1.4　滴定操作　将经过试漏和洗净的滴定管用待装溶液

洗涤 2 ～ 3次 ,装入待装溶液至 “ 0”刻度以上 , 排除管尖部分

的气泡 , 并用溶液充满管尖 ,调整液面到 “ 0”刻度;用待移取

的被测液洗涤移液管 2 ～ 3次后 ,向锥形瓶移入规定体积的

待测溶液;按要求加入适量的指示剂并摇匀;从滴定管慢慢

放出标准浓度溶液滴入待测液 , 一边滴入溶液 , 一边均匀摇

动 , 直至加入最后半滴滴定溶液致指示剂变终点色。

学生操作误差与错误:滴定管和移液管不用待装或待移

溶液洗涤 , 或洗涤次数不够;左手掌将酸式滴定管活塞前顶 ,

致使滴定液经手心外漏未参加化学反应;滴定时锥形瓶内溶

液摇动不均匀 , 使终点判定不准确(沉淀滴定和络合滴定时 ,

被测液摇动不充分时 , 或滴定速度过快 , 被沉淀颗粒吸附包

夹的离子释放不出 , 易造成假终点的出现);接近终点时 , 最

后半滴滴定液滴加控制不准 ,易使终点不准。

1.2　读数　滴定管和移液管正确的读数方法 , 是读取眼球 、

刻度线和液面最低点在同一直线上刻度数 , 小数点后的第 2

位数按刻度分值正确估读。学生习惯于仰视或俯视读数 ,读

得的数据往往比实际数据高或低。

2　学生的主观原因分析

自扩招以来 , 职业学校的生源素质有所下降 , 不少学生

文化基础薄弱 , 学习自觉性不强 , 劳动观念淡薄 , 几乎没有动

手操作的意识。实验前未对实验内容进行仔细阅读 , 又嫌分

析操作麻烦 , 对实验药品用量把握不严谨 , 读数更是跟着感

觉走。以致于实验操作出现较大误差 ,甚至操作失败。

3　纠正方法

职业技术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的实用型

人才。在当今社会 , 没有优秀的思想道德就难以步入正确的

发展方向;没有精湛娴熟的职业技术就难谋取适合的职业。

为此 , 教师首先要对学生加强理想教育和人生观教育 , 教育

学生爱专业 、爱劳动 ,自食其力;第二 ,搞活课堂气氛 , 教师要

精心备课 , 提高授课艺术 ,提炼教学内容 , 将操作要领归纳为

顺口溜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 , 加强操作训练 , 为操作

薄弱的学生开 “小灶”, 力求人人过硬 , 项项过关 , 规范操作;

第四 , 加强实验带教责任 ,多作操作示范 , 勤巡查 , 细观察 ,发

现学生的操作偏差 , 及时予以纠正;第五 , 加强操作考核 , 举

行操作竞赛 , 激发学生的专业热情和学习积极性;第六 , 关心

爱护学生 , 加强就业指导 ,关心学生的进步 ,帮助学生解决困

难 ,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只有这样 , 才会产生良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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