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机与分析化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定位

《无机与分析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应用、组分分析方法和实验技术的一门应用学科，是化妆品技术与管理专业的一门重要专

业基础课。本课程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两大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根据专业特点选定的。

理论课以化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的应用为主线进行课程设计，主要包括溶液及其浓度的表示、稀溶液依数性、电解质溶液和沉淀—溶

解平衡、胶体溶液和表面现象、原子结构、共价键和分子间作用力、化学反应速度和化学平衡、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极电势、常用的化学元素、配位化

合物、误差和分析数据处理、滴定分析法概论、酸碱滴定法、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电化学分析法、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法、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等。

实践课以化学基本操作技术、滴定分析操作技术和常用的仪器分析操作技术为主线进行课程设计，根据专业需要开设实验，所开实验包括

化学基本操作、溶液的配制和标定、物质含量测定、常用分析仪器（电子天平、酸度计、分光光度计等）的正确使用等实验。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与专业相关的化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术、从事分析检验工作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确立

正确的“量”的理念，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为学习后续课程或实际工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为今后到各类相关企业工作或从事产品质量检验和控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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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分：与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2、开课学期为第一学期。

3、“实践学时”指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而安排的实操训练学时，“其它学时”是指除实验之外的现场观摩、参观、社会调查等实践教学活动学时。

4、“总学时”指本门课程实际教学学时，不可随意删减。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掌握化学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术，掌握从事分析检验工作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确立正确的“量”的理念，具有较强的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能正确理解专业中常用的化学基本知识。

（2）能理解各种分析方法的原理、应用和操作技术，把常用的分析方法、操作技术用于精细化工产品的质量检查与控制。

（3）能对分析结果进行处理和表述。

（4）能正确使用常用化学仪器和分析仪器，并掌握其操作技术；

（5）能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条件，对化妆品进行质量检验。

（6）能对分析结果进行处理，并对分析中的误差进行分析和讨论。

2、能力目标
（1）能理解常用无机物的化学性质，并将这些化学性质应用于化妆品生产和质量控制等工作领域。

（2）能将常用的分析方法、操作技术用于化妆品检验。

（3）能将化学基本操作应用于化妆品生产与质量检验领域。

（4）能把常用定量分析方法、操作技术应用于化妆品质量检验和控制领域，能正确记录及报告检验结果。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该课程理论 62学时，实践16学时，机动2学时。具体教学内容和要求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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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第一章

化学研

究对象

0.1  无机及

分析化学的

任务和应用

0.1.1 无机及分析化学任务 1、无机化学的任务

2、分析化学的任务

1、理解无机及分析化学的任务。 2

0.1.2 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应用 1、在精细化学品中的应用 1、了解无机及分析化学在化妆品专业的应用。

0.2 分析方法

的分类

0.2.1 结构分析、定性分析和定

量分析

1、结构分析

2、定性分析

3、定量分析

1、理解何谓结构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0.2.2 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 1、化学分析

2、仪器分析

1、理解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

第二章

物质结

构

1． 1 原子结

构

1．1．1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1、电子云的概念

2、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

1、理解电子云的概念。

2、能判断所给出的同组“四个量子数”是否合

理。

6

1．1．2原子轨道能级图 1、原子轨道能级图 1、理解“能级图” 。

1．1．3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 1、保理不相容原理

2、能量最低原理

3、洪特规则

1、能根据元素符号熟练写出各元素的电子排布

式。

1．1．4元素周期律与元素周期

表

1、元素周期律

2、元素周期表

1、能根据元素符号或原子的价电子构型能判断

元素所在的周期、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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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1． 2 分子结

构

1．2．1化学键 1、化学键的基本类型

2、共价键理论

1、了解共价键的形成、特性和类型。

1．2．2 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 1、分子的极性

2、分子间作用力

3、氢键

1、理解键的极性与分子极性的关系。

2、理解常见的极性分子和非极性分子。

3、能判断各种分子（极性、非极性）间存在何

种分子间作用力。

4、能判断分子间是否存在氢键。

第二章

化学反

应速率

与化学

平衡

2． 1 化学反

应速率

2．1．1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及

其表示方法

1、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2、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

1、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2、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

3、理解基元反应和质量作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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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化学反应速率理论 1、有效碰撞理论

2、过度状态理论

1、理解有效碰撞理论。

2、理解过度状态理论。

2．1．3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

素

1、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2、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3、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1、理解浓度、温度和催化剂对反应速率影响，

并会应用。

2． 2 化学平

衡

2．2．1可逆反应与化学平衡 1、可逆反应

2、化学平衡

1、理解可逆反应。

2、理解化学平衡的特征。

2．2．2平衡常数 1、化学平衡常数 1、能正确书写平衡常数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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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2、能熟练进行化学平衡的有关计算。

2．2．3化学平衡的移动 1、浓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2、压强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3、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4、催化剂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1、理解浓度、压强、温度和催化剂对化学平衡的

影响，并会熟练应用。

第四章

分散系

第五章

溶液

3.1 分散系 3.1.1 分散系的概念 1、分散系的概念 1、理解分散系的概念。 4

3.1.2 分散系的分类 1、分散系的分类 1、理解各种分散系粒子的大小。

3.2 溶液浓度

的表示方法

3.2.1 物质的量浓度 1、物质的量浓度的含义及表示方法 1、理解物质的量浓度。

3.2.2 质量摩尔浓度浓度 1、质量摩尔浓度浓度的含义及表示方法 1、理解质量摩尔浓度的概念。

3.2.3 摩尔分数 1、摩尔分数的含义及表示方法 1、理解摩尔分数的含义。

3.2.4 质量分数 1、质量分数的含义及表示方法 1、能熟练进行质量分数的有关计算。

3.2.5 质量浓度 1、质量浓度的含义及表示方法 1、能熟练进行质量浓度的有个计算。

3.3 稀溶液的

依数性

3.3.1 溶液的蒸气压下降 1、蒸气压、饱和蒸气压的概念

2、溶液的蒸气压下降

1、理解蒸气压、饱和蒸气压。

2、理解溶液蒸汽压下降的依数性。

3.3.2 溶液的沸点升高 1、沸点的概念

2、溶液的沸点升高

1、理解沸点概念。

2、理解溶液的沸点升高对对依数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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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3、熟练掌握沸点升高对依数性的计算。

3.3.3 溶液的凝固点下降 1、凝固点的概念

2、溶液的凝固点降低

1、理解凝固点、渗透压等概念。

2、溶液凝固点降低对依数性的影响；。

3、能熟练进行凝固点降低依数性的计算。

3.3.4渗透压 1、理解渗透压等概念

2、高渗、等渗、低渗溶液

1、理解渗透压概念。

2、能分辨高渗、等渗、低渗溶液。

3.4 胶体 3.4.1 胶体的性质 1、丁达尔效应

2、布朗运动

1、能解释丁达尔效应和布朗运动。

3.4.2 胶体的分类 1、胶体的分类 1、能理解胶体的分类。

3.4.3 胶体的稳定性 1、布朗运动

2、胶粒带电

1、能解释胶体稳定性的原因。

3.4.4聚沉 1、加入电解质

2、加入带相反电荷的胶体

3、加热

1、能选用合适方法使胶体聚沉。

第三章

元素及

4． 1 非金属

元素及其化

合物

4．1．1卤素及其化合物 1、卤素单质

2、卤化氢和氢卤酸的性质

3、氯的含氧酸及其盐

1、认识卤素及其化合物，并掌握主要性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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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其化合

物
4．1．2氧硫及其化合物 1、氧及其化合物

2、硫及其化合物

1、认识氧硫及其化合物，并掌握主要性质。

2、了解氧硫及其化合物在化妆品的应用。

4．1．3氮磷砷及其化合物 1、氮及其化合物

2、磷及其化合物

3、砷及其化合物

1、认识氮磷砷及其化合物，并掌握主要性质。

2、了解氮磷砷及其化合物在化妆品的应用。

4．1．4碳硅硼及其化合物 1、碳及其化合物

2、硅及其化合物

3、硼及其化合

1、认识碳硅硼及其化合物，并掌握主要性质。

2、了解碳硅硼及其化合物在化妆品的应用。

4． 2 金属元

素及其化合

物

4．2．1概述 1、金属的分类

2、金属的物理性质

3、金属的化学性质

1、了解金属的分类。

4．2．2铁锌铝及其化合物 1、铁及其化合物

2、锌及其化合物

3、铝及其化合物

1、认识铁锌铝及其化合物，并掌握主要性质。

4．2．3铜银汞及其化合物 1、铜及其化合物

2、银及其化合物

3、汞及其化合物

1、认识铜银汞及其化合物，并掌握主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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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4．2．4铬铅及其化合物 1、铬及其化合物

2、铅及其化合物

1、认识铬铅及其化合物，并掌握主要性质。

2、了解此类金属元素在化妆品的应用。

第七章

定量分

析化学

方法概

论

5．1

误差和分析

数据的处理

5．1．1 误差的类型 1、系统误差

2、偶然误差

1、结合分析检验工作，能正确理解哪些因素会

产生误差。

2、能判断哪些是系统误差,哪些是偶然误差。

6
5．1．2 误差和偏差 1、准确度和误差

2、精密度和偏差的表示

1、结合分析检验工作，能正确理解准确度和精

密度的含义和两者关系。

2、结合实际分析结果，能正确计算实验结果各

种误差和偏差，说明结果的准确性。

5．1．3 减少误差的方法 1、分析方法的选择

2、减小测量误差

3、减小测量过程中的系统误差

1、结合具体检验工作，能知道从哪些方面可减

少误差。

5．1．4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1、有效数字的意义和位数的确定

2、有效数字的修约、运算和应用

1、结合实际分析检验工作，能根据仪器精度正

确记录分析结果。

2、结合实际分析检验工作，能正确计算分析结

果，保留合理有效数字位数。

5．2

滴定分析法

5．2．1 滴定分析法的概念 1、基本术语 1、正确理解滴定分析法基本术语。

5．2．2 滴定分析法的分类 1、滴定分析法的分类 1、正确理解滴定分析法的分类。

5．2．3 滴定分析法对化学反应 1、滴定分析法对化学反应的要求 1、正确理解滴定反应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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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的要求

5．2．4 滴定方式 1、直接滴定

2、返滴定

3、置换滴定

4、间接滴定

1、正确理解各种滴定方式。

5．2．5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1、试剂规格及基准物质

2、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1、结合实际分析要求，计算配制标准溶液所需

试剂量，并根据基准物质的质量和标准溶液体

积计算标准溶液准确浓度。

2、结合实际分析要求，能配制标准溶液，并用

基准物质来标定其准确浓度。

5．2．6 滴定分析法的计算 1、滴定分析测定结果的计算 1、能熟练进行滴定分析的计算, 并能结合实际

分析要求，通过标准溶液的消耗量、物质的量

浓度或滴定度，正确计算分析测定结果。

第九章

酸碱滴

定法

6．1

酸碱质子理

论

6．1．1 酸碱质子理论 1、酸碱质子理论

2、共轭酸和共轭碱

1、能根据酸碱质子理论判断物质是酸还是碱。

2、能由共轭酸或共轭碱写出其对应的共轭碱或

共轭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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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酸碱反应的实质 1、酸碱反应的实质 1、能解释酸碱反应的实质。

6．2．1水的质子自递平衡 1、水的质子自递平衡

2、水的质子自递平衡常数

1、能理解水的质子自递平衡。

2、能应用水的质子自递平衡常数。

9



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6．2

溶液的酸碱

平衡及 pH 计

算

6．2．2弱电解质溶液的酸碱平

衡

1、一元弱酸的电离平衡

2、一元弱碱的电离

3、共轭酸碱对 Ka 与 Kb 的关系

1、能写出一元弱酸的电离平衡表达式, 并理解

其意义。

2、能写出一元弱碱的电离平衡常数表达式, 并

理解其意义。

3. 能根据共轭酸碱对的 Ka 求出对应的 Kb, 反

之, 亦然.。

6．2．3弱电解质溶液 pH 的计

算

1、一元弱酸(碱)溶液

2、多元弱酸(碱)溶液

3、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

1、能计算一元弱酸的 pH。

2、能计算一元弱碱的 pH。

3、理解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

6．2．4缓冲溶液 1、缓冲溶液的概念

2、缓冲溶液的作用原理

3、缓冲溶液 pH 的计算

4、缓冲溶液的选择和配制

1、能理解缓冲溶液的组成和其缓冲原理。

2、能计算缓冲溶液的 pH。

3、能配制一定 pH 的缓冲溶液。

6．3 酸碱滴

定法

6．3．1 酸碱指示剂 1、酸碱指示剂变色原理

2、酸碱指示剂的变色范围

3、酸碱指示剂变色范围的影响因素

1、理解酸碱指示剂变色原理、变色范围和影响

因素。

6．3．2 酸碱滴定曲线及指示剂

的选择

1、酸碱滴定曲线

2、酸碱指示剂的选择

3、各种类型酸、碱准确滴定和多元酸、碱分

步滴定的判断条件

1、理解酸碱滴定突跃范围及其影响，并能选择

适当的指示剂指示滴定终点。

2、能结合实际判断弱酸、弱碱、多元酸碱能否被

准确滴定，还能判断多元酸碱能否被分步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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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6．4 酸碱滴

定法的应用

6．4．1 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和

标定

1、盐酸的配制与标定

2、氢氧化钠的配制与标定

1、能配制实际工作所需浓度的盐酸和氢氧化钠，

并以基准物质标定其准确浓度。

6．4．2 酸碱滴定的应用示例 1、双指示剂法测定混合碱的含量

2、铵盐中氮的测定

1、结合实际酸碱样品，能正确选择酸碱滴定法，

选择合适滴定方式，选择合适的酸碱指示剂和

滴定条件，测定其含量，并能计算各组分的含

量。

第十二

章重量

分析法

补．1挥发重

量法

补.1.1 挥发重量法 1、恒重的概念

2、干燥的方法

3、干燥失重法

1、能正确理解恒重的概念。

2、了解常用的干燥方法。

3、能把干燥失重法用于组分分析。

2

补．2萃取重

量法

补.1.2 萃取重量法 1、分配系数

2、萃取效率

1、结合萃取分离实验，能按“少量多次萃取”

原则，提高效率。

补．3 沉淀重

量法

补.1.3 沉淀重量法 1、沉淀形式和称量形式

2、沉淀形成的条件

3、影响沉淀完全和纯净的因素

4、换算因素和被测组分含量的计算

1、了解重量分析对沉淀形式和称量形式的要求。

2、理解沉淀形成的条件，影响沉淀完全和纯净

的因素。

3、能正确计算换算因数和被测组分含量。

第十二

章沉淀

滴定法

7．1难溶电

解质的溶度

积

7．1．1 溶度积常数 1、沉淀溶解平衡

2、溶度积常数

1、理解沉淀溶解平衡。

2、能写出任何一个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

4

7．1．2 溶度积与溶解度的关系 1、溶度积与溶解度的关系 1、能在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和溶解度之间

相互计算(1:1型和 1:2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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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7．1．3 溶度积规则 1、溶度积规则 1、理解溶度积规则。

7． 2 难溶电

解质沉淀的

生成和溶解

7．2．1 沉淀的生成 1、沉淀的生成 1、能判断沉淀能否生成。

7．2．2 沉淀的溶解 1、酸碱溶解法

2、氧化还原反应溶解法

3、配位反应溶解法

1、能判断沉淀能否生成。

2、理解常见的沉淀溶解的原理。

7．2．3 分步沉淀 1、分步沉淀 1、能判断同类型和不同类型沉淀的次序。

7．3  沉淀滴

定法

7．3．1 铬酸钾指示剂法 1、原理

2、滴定调节

1、掌握铬酸钾指示剂法所用的指示剂、滴定条

件和应用范围。

7．3．2 铁铵矾指示剂法 1、原理

2、滴定调节

1、掌握铁铵矾指示剂法所用的指示剂、滴定条

件和应用范围。

7．3．3吸附指示剂法 1、原理

2、滴定调节

1、掌握吸附指示剂法所用的指示剂、滴定条件

和应用范围。

7．4  沉淀滴

定法的应用

7．4．1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1、硝酸银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2、硫氰酸铵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1、能配制硝酸银标准溶液，并以基准物质标定

其准确浓度。

7．4．2 应用示例 1、可溶性氯化物中氯的测定

2、银合金中银的测定

3、有机卤化物中卤素的测定

1、能结合实际，若测定含有游离卤离子的物质，

能选择适当的直接滴定方式，选择合适指示剂

和滴定条件测定其含量，并能计算其组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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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2、能结合实际，若测定含有卤素的物质，能选

择适当的间接滴定方式，选择合适指示剂和滴

定条件测定其含量，并能计算其组分含量。

第十一

章氧化

还原平

衡与氧

化还原

滴定法

8．1 氧化还

原反应

8．1．1氧化数 1、氧化数 1、理解氧化数的概念。

2、能计算氧化数。

6

8．1．2氧化还原反应 1、氧化剂和还原剂

2、氧化还原电对和半反应

1、能判断何种元素被氧化，何种元素被还原。

2、能判断何种物质是氧化剂，何种物质是还原

剂。

8．2 电极反

应

8．2．1原电池 1、原电池 1、能判断原电池的正负极，及其发生何种类型

的反应。

2、能正确写出原电池的符号。

8．2．2电极电位与标准氢电极 1、电极电位的产生

2、标准氢电极和标准电极电位

3、能斯特方程

4、影响电极电位的因素

1、理解电极电势。

2、能运用能斯特方程求算非标准状况下的电极

电势。

3、理解电极电位的影响因素。

8．2．3电极电位的应用 1、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相对强弱

2、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

3、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程度

1、能根据标准电极电势判断氧化剂和还原剂的

强弱。

2、能根据电动势正负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

8．3．1氧化还原滴定法概述 1、氧化还原滴定曲线 1、了解哪些氧化还原反应可用于滴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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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8．3 氧化还

原滴定法

2、氧化还原滴定指示剂 2、理解条件电位，能正确判断氧化还原能力，

正确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和反应的程度，

以此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能否用于滴定分析。

3、理解影响氧化还原反应速率的主要因素，以

此来加快反应使之用于滴定分析。

8．3．2高锰酸钾法 1、基本原理

2、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3、应用

1、能利用高锰酸钾法测定氧化还原性物质的含

量，并能计算其含量。

8．3．3碘量法 1、碘量法的滴定方式、滴定条件和指示剂

2、碘、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3、应用

1、掌握直接碘量法和间接碘量法的滴定条件、

终点指示。

2、能配制碘、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并能以基

准物质标定其准确浓度。

3、能利用碘量法，测定氧化还原物质的含量，

并能计算其含量。

9． 1 配合物

的组成与命

名

9．1．1配合物的定义 1、配合物的定义

2、配合物的组成

3、配合物的命名

1、能根据配合物的结构式指出中心离子、中心

离子的电荷、配位体、配位原子、配位数以及配

合物的命名。

6

9．2．1 EDTA 及其配合物 1、EDTA 的性质及其与金属离子配合特点 1、理解简单配合物与螯合物在结构上的区别。

2、理解 EDTA 能广泛用于金属离子的滴定的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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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第十章

配位滴

定法

9．2配位平

衡

9．2．2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1、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1、理解配合物稳定常数的含义。

9．2．3配位反应的副反应和副

反应系数

1、酸效应和酸效应系数

2、配位效应和配位效应系数

3、配合物的条件稳定常数

1、理解酸度对配位平衡的影响。

2.、理解条件稳定常数的含义。

9．3 配位滴

定

9．3．1 配位滴定曲线 1、滴定曲线

2、影响配位滴定突跃的因素

1、理解影响配位滴定突跃的因素。

9．3．2 配位滴定中酸度的选择 1、配位滴定的最高酸度

2、配位滴定的最低酸度

1、理解最低酸度和最高酸度的含义。

2、能根据滴定分析误差约为 0.1%的要求，推

导条件稳定常数大于等于 108，以此来估算金

属离子被准确滴定的最低 pH。

9．4 金属指

示剂

9．4．1金属指示剂的作用原理 1、金属指示剂变色原理 1、理解金属指示剂指示终点的原理，并能根据

金属离子选择合适的指示剂。

9．4．2金属指示剂应具备的条

件

1、金属指示剂变色具备的条件 1、理解金属指示剂具备的条件。

9．4．3金属指示剂在使用中的

注意问题

1、金属指示剂的封闭现象

2、指示剂的氧化变质现象

1、理解金属指示剂的封闭现象, 并能在配位滴

定中采用措施。

9．4．4 常见的金属指示剂 1、铬黑 T

2、钙指示剂

1、结合实际，若测定含有金属离子样品，能正

确选择配位滴定法，选择合适滴定方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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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合适的金属指示剂和滴定条件，测定其含量，

并能计算各组分的含量。

9 ． 5  EDTA

标准溶液的

配制与标定

9．5．1 EDTA 标准溶液的配制 1、EDTA 标准溶液的配制 1、能配制实际工作所需浓度的 EDTA 标准溶液。

9．5．2 EDTA 标准溶液的标定 1、EDTA 标准溶液的标定 1、能用以基准物质标定 EDTA 的准确浓度。

9．6  配位滴

定方式及其

应用示例

9．6．1直接滴定法 1、直接滴定法：水的总硬度的测定 1、理解水的总硬度的测定原理。

9．6．2返滴定法 1、返滴定法：铝离子的测定 1、理解返滴定法测定铝离子。

9．6．3置换滴定法 1、置换滴定法：银离子的测定 1、理解置换滴定法测定银离子。

9．6．4 间接滴定法 1、间接滴定法：磷酸根离子的测定 1、理解间接滴定法测定磷酸根离子。

第十三

章电化

10．1 电位法

的基本原理

10．1．1 化学电池 1、电极电势和能斯特方程

2、原电池和电解池

1、理解电极电势和能斯特方程。

2、能测量电池电动势。

2

10．1．2 指示电极和参比电极 1、指示电极

2、参比电极

1、了解常用的指示电极、参比电极、复合电极及

其特点。

10．2直接电

位法

10．2．1 溶液 pH 的测定 1、玻璃电极

2、pH 的测定和酸度计

1、能结合实际，利用酸度计、复合电极和适当

标准缓冲溶液测定某溶液的 pH。

10．2．2 其他离子浓度的的测

定

1、离子选择性电极

2、测定方法

3、应用

1、理解其它离子浓度的测定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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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学分析

法

10．3 电位滴

定法

10．3．1 测定原理 1、电位滴定法的原理

2、电位滴定装置

1、理解电位滴定法的原理。

10．3．2 确定化学计量点的方

法

1、终点确定方法 1、能结合实际，利用自动电位滴定仪、适当电

极等指示滴定终点测定待测物质。

10．4永停滴

定法

10．4．1 原理 1、可逆电对

2、不可逆电对

1、理解可逆电对和不可逆电对的含义。

10．4．2 永停滴定法的类型 1、电流滴定曲线和滴定终点指示

2、永停滴定装置

3、应用

1、理解三种电流滴定曲线和滴定终点指示。

2、能结合实际，利用永停滴定仪等指示滴定终

点的方法测定待测物质。

第十四

章  紫

外 - 可

见分光

光度法

11．1吸光光

度法的基本

原理

11．1．1 电磁波普 1、光的本质和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2、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1、了解光的本质。 4

11．1．2 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

收

1、单色光和互补光

2、吸收曲线

1、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2、理解吸收光谱。

11．2 紫外-

可见分光光

度法

11．2．1 光吸收的基本定律-朗

伯-比尔定律

1、透射比和吸光度

2、朗伯-比尔定律

1、理解透射比和吸光度。

2、理解朗伯-比尔定律。

11．2．2吸光系数 1、摩尔吸光系数

2、质量吸光系数

3、比吸光系数

1、理解各类吸光系数的含义及相互转换。

11．2．3偏离朗伯-比尔定律的 1、物理因素 1、理解偏离朗伯-比尔定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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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因素 2、化学因素

11．3 紫外-

可见分光光

度计

11．3．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的主要组成部件

1、主要部件和类型

2、分光光度计的性能和正确使用

1、能结合实际，正确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测量溶液的吸收度或透光率。

11．3．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的主要类型

1、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主要类型 1、了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主要类型。

11．4 紫外-

可见分光光

度法的应用

11．4．1 定性分析 1、定性鉴别和纯度检测 1、能进行定性分析。

11．4．2 定量分析 1、定量方法 1、能进行定量分析。

11．4．3 应用与示例 1、分析条件的选择 1、能结合实际，选择合适分析条件，利用仪器

测定吸收度，进行定量分析或计算含量。

第十五

章色谱

法

12．1 色谱法

简介

12．1．1 色谱法的发展 1、色谱法的发展 1、了解色谱法的发展。 3

12．1．2 色谱法的分类 1、色谱法的分类 1、了解色谱法的分类。

12．1．3 色谱法的基本分离原

理

1、色谱过程、色谱基本术语

2、色谱流出曲线

3、分配系数

1、理解色谱基本术语、分配系数与保留时间的

关系，及色谱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12．2

12．2．1 气相色谱法的分类 1、气相色谱法的分类 1、了解气相色谱法的分类。

12．2．2 气相色谱法基本术语 1、色谱图

2、保留值

1、理解气相色谱的基本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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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气相色谱法 3、容量因子

4、分配系数比

5、分类度

12．2．3 气相色谱仪的结构 1、载气系统

2、进样系统

3、分离系统

4、检测系统

5、温度控制系统

6、记录系统

1、理解气相色谱的结构；

12．2．4 气相色谱法的基本理

论

1、踏板理论

2、速率理论

1、理解气相色谱的理论；

2、能计算塔板数和塔高。

12．2．5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1、定性分析

2、定量分析

1、能进行定量分析。

实践模

块

13．1粗盐提

纯

13.1.1粗盐提纯的原理和方法 1、了解提纯粗盐的原理和方法。 1、掌握粗盐提纯的原理。 2﹡

13.1.2粗盐提纯操作 1、学会试剂取用（固体、液体）、称量（托

盘天平使用）、研磨、溶解、振荡、搅拌、试

纸的使用、普通过滤、热过滤、减压过滤、蒸

发、浓缩、结晶和干燥等基本操作。

1、掌握溶解、过滤、搅拌、普通过滤、热过滤、减

压过滤、蒸发、浓缩、结晶和干燥等基本操作。

13．2缓冲溶
13.2.1缓冲溶液的配制与计算 1、学会计算配制一定 pH值缓冲溶液所需

相同浓度的共轭酸和共轭碱的体积。 1、掌握缓冲溶液的的配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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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液的的配制；

酸度计的使

用

2．学会量筒的正确使用，并量取一定体

积溶液。

13.2.2 酸度计和复合电极的使用 1、学会用直接电位法测定溶液 pH值。

2、学会 pHS-25型酸度计正确使用技术。

1、掌握酸度计的使用。

13．3 酸式滴

定管使用练

习

13．3.1 配制 1、量筒取浓盐酸，加水稀释至一定体积稀

盐酸。

1．学会量筒的正确使用和浓盐酸的稀释方法。

2．学会配制一定体积近似浓度的溶液。

2﹡

13．3．2 酸滴定碱的练习 1、移液管的正确使用。

2、酸滴定碱。

1．学会移液管的正确使用（洗涤、移液、调液

面、放液等），并正确移取一定体积溶液，正

确记录体积。

2．学会酸式滴定管的正确使用（检漏、洗涤、

润洗、排气泡、调液面、滴定操作、半滴操作、读

数等）。

3．学会判断甲基橙滴定终点。

4．学会正确记录数字、处理和评价实验结果。

5．培养良好的实验操作习惯和实事求实的科

学态度。

13．4 碱式滴

定管使用练

13．4．1 配制 1、量筒取浓氢氧化钠，加水稀释至一定体

积稀氢氧化钠。

1．学会浓氢氧化钠的正确稀释方法。

2．学会用塑料试剂瓶盛装强碱溶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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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习 13．4．2 碱滴定酸的练习 1、移液管的正确使用。

2、碱滴定酸。

1．学会移液管的正确使用（洗涤、移液、调液

面、放液等），并正确移取一定体积溶液，正

确记录体积。

2．学会碱式滴定管的正确使用（检漏、洗涤、

润洗、排气泡、调液面、滴定操作、半滴操作、读

数等）。

3．学会判断酚酞滴定终点。

4．学会正确记录数字、处理和评价实验结果。

5．培养良好的实验操作习惯和实事求实的科

学态度。

13．5  0.1mol

/L盐酸标准

溶液的配制

与标定

13．5．1 配制 1、量筒取浓盐酸，加水稀释至一定体积稀

盐酸。

1．学会量筒的正确使用和浓盐酸的稀释方法。

2．学会配制一定体积近似浓度的溶液。

13．5．2 标定 1、用基准物多次称量标定法，以混合指示

剂指示终点标定 0.1mol/L 稀盐酸。

1、学会电子天平正确使用，学会称取某质量范

围内准确质量。

2、学会酸式滴定管的正确使用（洗涤、装溶液、

调节液面、读数等）。

3、学会滴定操作技术（姿势、手势、摇瓶、滴定

速度控制、半滴操作等）。

4、学会滴定终点判断，正确记录实验数据，正

确处理、评价实验结果。

2﹡

13．6．1 配制 1、量筒取浓氢氧化钠，加水稀释至一定体

积稀氢氧化钠。

1．学会浓氢氧化钠的正确稀释方法。

2．学会用塑料试剂瓶盛装强碱溶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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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13．6

0.1mol/L氢氧

化钠标准溶

液的配制与

标定

13．6．2 标定 1、邻苯二甲酸氢钾为基准物质，移液管法，

以酚酞为指示剂，标定 0.1mol/L氢氧化钠

溶液。

1、学会精密称取基准物质，溶解，定量转移到

容量瓶、稀释至刻度，摇匀的操作技术。

2、学会移液管的正确使用（洗涤、移液、调液面、

放液等），并正确移取一定体积溶液，正确记

录体积。

3、学会碱式滴定管的正确使用，特别是排气泡，

滴定操作等。

4、学会做空白试验，能根据基准物计算被标定

溶液浓度。

13．7

水的总硬度

的测定

13．7．1 自来水水样的采集 打开水龙头先放水使水管中杂质及陈旧水

排出，用水样洗涤干净的取样瓶及塞子，

再将瓶装满水样，盖好塞子。

1、学会正确采集液体样品。 1﹡

13．7．2 测定总硬度 移液管移取水样于锥形瓶中，加入缓冲溶

液和铬黑 T，即用 EDTA 滴定至终点。

1、学会熟练正确使用移液管，并准确移取一定

体积溶液。

2、学会熟练正确使用碱式滴定管。

3、学会通过缓冲溶液控制溶液一定酸度，使配

位滴定反应完全。

4、熟练滴定技术，正确判断滴定终点。

5、能计算水的硬度和判断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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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要求 学

时
课程

模块

项目单元 教学内容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13．7

高锰酸钾法

测定过氧化

氢的含量

13．7．3 测定过氧化氢的含量 精密量取双氧水样品，加 H2SO4溶液，

用 KMnO4标准溶液滴定至微红色，30秒

内不消失为终点。

1、学会正确使用吸量管，并能准确量取一定体

积溶液。

2、学会酸式棕色滴定管的正确使用，特别装有

色液体如何读数。

3、学会氧化还原滴定速度控制和把握。

4、能计算过氧化氢的含量。

1﹡

13．8 邻二氮

菲分光光度

法测定微量

铁

13．8．1绘制吸收曲线 测定不同波长的光溶液的吸光度，绘制吸

收曲线并选定测量波长。

1、学会正确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学会正确使用吸收池，盛取显色液，选择参

比溶液。

3、能测定不同波长显色液的吸光度，并能用坐

标纸或 Excel绘制吸收曲线，并选定最大吸收

波长。

2﹡

13．8．2 标准曲线绘制和样品

浓度的测定

标准显色溶液和样品显色溶液的吸光度的

测定

1、能配制不同准确浓度的显色液。

2、能选择参比溶液测量标准液和样品液的吸收

光度。

3、能测定最大吸收波长不同显色液的吸光度，

并能用坐标纸或 Excel 线形回归出标准曲线，

并根据样品吸光度求样品浓度。

  （注：学时数中﹡为实践课）

四、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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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资料类别 教学资源基本信息

1 选用教材 《药用基础化学》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陈任宏、董会珏、潘育方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9

2 辅助教材 《无机化学》司文会主编，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科学出版社，2009．03

《无机及分析化学》王秀彦主编，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8

3 参考资料

4 相关网站 院级网络课程（建设）网站

  五、考核方式

1、考核形式

包括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其中过程性考核占 40%，终结性考核占 60%。具体考核内容分配如下：

过程性考核： ① 平时成绩（10%）：包括学习态度、考勤和课堂提问，主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素养。 ② 实践成绩（20%）：培养学生知识的综合运用与

实践能力。实践成绩按：考勤 10%+预习 10%+（实验操作技能+实验结果+实验报告）80%计算。③ 作业成绩（10%）：每学期至少完成 3次作业。

终结性考核：综合理论知识考试（60%），考察学生基础化学 1 课程的综合知识掌握与应用能力。

2、考核评价表

序号 考核

方式

工作任务 评价方式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1 过

程

性

考

核

平时成绩 学习态度及考勤：态度积极，自觉遵

守课堂纪律，不迟到、早退、旷课；

课堂提问及讨论：积极参与讨论和回

答问题

上课积极回答老师问题，无迟到旷课现象，老师的提问能完全

正确回答，85-100 分；偶有迟到现象，老师的问题偶有答错，

70-85 分；经常迟到或旷课或其它违纪现象，经常不能正确回

答老师的问题，70 分以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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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考核

方式

工作任务 评价方式 评分标准 分数分配

（40％） 实践成绩 态度认真，有创意，内容完整，可行

性强，实践报告规范，完整

实验态度认真，操作非常规范，实验报告内容完整，事实求是，

结果准确度高，85-100 分；操作基本正确，实验报告内容完整，

但准确度稍差一般， 70-85 分；操作不规范，实验报告不完整，

或准确度较差，70 分以下。

20%

作业 按时完成，回答问题正确，书写规范 完成所有作业，态度认真、回答问题正确，书写规范。取三次作

业平均值。

10%

2 综 结 性

考核

（60％）

综合理论知

识考试

期末闭卷考试 见试卷 60%

3、考核说明：

（1）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的比例可以根据课程情况的不同进行相应的调整。

（2）考核评价表的工作任务、评分标准和分数分配可以根据课程情况的不同进行调整，教务处不作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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