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问答

1.如何保持实验室整洁？

答：暂时不用的器材，不要放在桌面上。污水、污物、残渣、火柴梗、废纸、塞芯和玻

璃碎片等应分别放在指定的地点，不得乱丢，更不得丢入水槽；废酸和废碱应分别倒入

指定的容器中；废溶液要倒入指定的密封容器中统一处理。

2.实验室安全守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a：实验开始前检查仪器、装置，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进行实验；

b：实验进行时不得离开岗位，随时注意实验进行情况；

c：进行危险实验时应采取必要安全措施；

d：使用危险药品要注意，试剂不得入口，严禁在实验室内进食或抽烟，实验结束后洗

手；

e：熟悉安全用具的放置地点和使用方法，并妥善爱护，不准移作他用。

3.实验室如何预防火灾？

答：防火基本原则：a.操作易燃溶剂时要特别小心注意；b.进行易燃物质实验时，先将

周围易燃物质搬开；c.保证实验装置气密性；d.回流或蒸馏低沸点易燃液体时应规范操

作；e.用油浴加热蒸馏或回流时，必须十分注意油外溅引起火灾；f.应在通风橱或指定

地方处理大量的可燃性液体；g.纸条或火柴梗等丢弃前应熄灭，不得乱抛乱掷。

4.实验室如何预防爆炸？

答：a.蒸馏装置必须正确，不能造成密闭体系；b.切勿使易燃易爆的气体接近火源；c.

使用乙醚等醚类时必须检查有无过氧化物存在，且应在通风较好的地方或通风橱内进

行；d.对于易爆炸的固体不能重压或撞击，对于它们的残渣也必须小心销毁；e.注意钠

屑的放置。

5.实验室如何预防中毒？

答：a.剧毒药品应妥善保管，不许乱放，有毒残渣必须妥善而有效处理，不准乱丢；b.

要防止有毒物质渗入皮肤，保护好自己；c.反应过程可能生成有毒或腐蚀性气体的实验

应在通风橱内进行，不要把头伸入橱内。

6.实验室万一发生火灾，如何处理？

答：一方面防止火势扩展；另一方面立即灭火，应根据起火的原因和火场周围的情况采

取不同的方法灭火，抢救过程切勿犹豫。同时还应有人报警：包括地点、火险种类和大

小并应立刻跑至路口迎接消防人员；

7.实验室发生玻璃割伤，药品灼伤，烫伤，中毒等事故时，如何处理？

答：先在实验室初步清理伤口和包扎，严重者应马上送医就诊。

8.实验室常用标准磨口玻璃仪器上的数字代表什么含义？

答：表明规格，若有两个数字，则表示磨口大端的直径/磨口的高度。

9.使用标准磨口仪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a.保持口塞清洁；b.保证磨砂接口的密合性，避免磨面的相互磨损；c.装配时不宜

用力过猛；d.用后立即拆卸洗净；e.装拆时不得硬性装拆；f.磨口套管和磨塞尽量保持

配套。

10.仪器的装配有哪些原则？

答：a.装配玻璃仪器合配件都要干净； b.所选用器材要恰当；

c.装配顺序为先下后上，从左到右，拆卸时顺序相反，做到严密、正确、整齐和稳妥；

d.最基本的原则是切忌对玻璃以前的任何部分施加过度的压力或扭歪。

11.有机玻璃仪器的洗涤有哪些方法？

答：一般方法是用水、洗衣粉、去污粉刷洗，另外还可以用洗液洗涤，常用洗液有：铬

酸洗液，盐酸，碱液和合成洗涤剂，有机溶剂洗涤液等。

12. 有机玻璃仪器的干燥有哪些方法？

答：自然风干、烘干、吹干。

13.温度计的保养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不能用温度计当搅拌棒使用；不能测定超过温度计的最高刻度的温度；不能把温度

计长时间放在高温的溶剂中；用后慢慢冷却，不可立即用水冲洗

14.分液漏斗的保养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注意保护活塞和盖子，各个漏斗直接液不要相互调换，用后一定要在活塞和盖子的

磨砂口间垫上纸片。

15.常用的冷凝管有多少种？如何使用和保管？

答：冷凝管分为直形冷凝管、空气冷凝管、球形冷凝管和蛇形冷凝管。安装使用时应夹

稳防止翻倒，洗刷时要用特制的长毛刷，不用时直立晾干。

16.试验报告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答：实验题目，实验目的，反应式，主要试剂及产物的物理常数，仪器装置图，实验步

骤和现象记录，产品外观、重量、产率，讨论。

17.常用的有机化学实验文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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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CA》起源于哪一年？有何价值？

答：CA 即美国化学文摘，创刊于 1907 年，它的优点在于从各方面编制各种索引，使读

者省时、全面地找到需要了解的已经报道的化合物的合成、性质以及应用。

19.实验室用的加热方式有哪几种？ 答：空气浴、水浴、油浴、砂浴、电热套。

20.采用空气浴加热的液体的沸点一般在多少度？ 答：80℃以上。



21.什么情况下不能用空气浴加热？ 答：回流低沸点易燃的液体或减压蒸馏。

22.电热套主要用于什么情况下的加热？ 答：不能使用明火加热时。

23.采用水浴加热的温度不超过多少度？ 答：100℃

24.当用到何种金属的操作时，决不能在水浴上进行？ 答：K或 Na。

25.如果要加热温度稍高于 100℃，可选用哪些无机盐的饱和水溶液作热溶液？

答：NaClNaClN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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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油浴的加热温度范围时多少？ 答：100—250℃

27.哪些物质可作为油浴的溶液？ 答：甘油，植物油，石蜡，石蜡油，硅油。

28.使用油浴时，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答：防止着火；防止过热现象；用量不能过多。有冒烟现象即停止加热。

29.酸浴的加热温度范围是多少？ 答：100 ~~~

~

200℃。

30.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冷却？

答：1、反应要在低温下进行；2、沸点很低的有机物；3、要加速结晶析出；4、高度真

空蒸馏装置。

31.常用的冷却剂有哪些？它们分别可以冷到多少度？

答：水、冰-水混合物、冰-盐混合物、干冰、液氮。

32.有机物的干燥方法有几种？化学干燥剂的干燥原理有哪两类？

答：物理干燥和化学干燥两种。

化学干燥的原理是：1、与水结合生成水合物；2、与水起化学反应。

33.液体有机化合物的干燥如何选择干燥剂？什么是干燥剂的吸水容量和干燥效能？

答：a.1、不与所干燥的物质发生化学或催化作用；2、不溶于所干燥的有机化合物中；

3、考虑干燥剂的吸水容量和干燥范围。

b.吸水容量是单位质量干燥剂吸水量的多少。干燥效能是指达到平衡时液体被干燥的程

度。

34. 液体有机化合物干燥时，干燥剂的用量如何确定和判断？为什么干燥剂实际用量要

比理论用量大许多？液体被干燥好的基本标志是什么？

答：先加入少量到液体中，振摇，如出现干燥剂附着器壁或相互粘结时，说明干燥剂不

够量。

有机物中悬浮有微细水滴；形成高水化物的时间需要很长，不能立刻达到应有的吸水容

量。



35.常用的液体有机化合物干燥剂有哪些？各有何特点？干燥醇类物质可选用哪些干燥

剂？

答：无水氯化钙、无水硫酸镁、无水硫酸钠、无水硫酸钙、无水碳酸钾、金属钠、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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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固体有机化合物如何干燥？ 答：晾干、加热干燥、红外线干燥、干燥器干燥、减

压恒温干燥。

37.搅拌的方法有哪些？ 答：人工搅拌，机械搅拌，磁力搅拌。

38.机械搅拌和电磁搅拌一般用在何种情况下？

答：比较复杂的、反应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反应体系中放出的气体是有毒的制备就用这

两种。

39.机械搅拌主要包括哪三部分？ 答：电动机、搅拌棒、搅拌密封装置。

40.有机化学实验室常用的塞子有哪些？有何特点？

答： 软木塞和橡皮塞。

软木塞的特点是：不易和有机物作用，但易漏气和容易被酸碱腐蚀；

橡皮塞的特点是：不漏气不容易被腐蚀，但容易被有机物侵腐或溶胀。

41.塞子如何选择？

答：选择合适的塞子，总的大小应与仪器的口径相适应，塞子进入瓶颈或管颈的部分是

塞子的 1/3~~~

~

2/3。使用新的软木塞时只要能塞入 1/3 ~~~

~

2/3 就行了。

42.钻孔器如何选择？

答：在软木塞上钻孔，就应用比欲插入的玻璃管等的外径稍小的或接近的钻嘴。若在橡

皮塞上钻孔，就要选用比欲插入的玻璃管的外径稍大的钻嘴，因为橡皮塞有弹性，钻成

后，会收缩使孔径缩小。

43.塞子钻孔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软木塞钻孔之前需要在压塞机压紧，防止钻孔是塞子破裂。钻孔时为了减少摩擦，

特别对橡皮塞钻孔时，可在钻嘴的刀口涂一些甘油和水。钻孔后要检查孔道是否合用，

如果不费力就能玻璃管插入是，说明孔径太大，不够紧密会漏气，不能用。若孔道略小

或不光滑，可用圆锉修整。钻孔应先钻一端,钻到中间后再从另一端钻，直到钻通为止。

44.玻璃管截断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折断玻璃管时要用布包住，同时尽量可能远离眼睛，以免玻璃碎伤人。玻璃管的断

口很锋利，容易划破手，又不易插入孔道中，所以，要把断口在灯塔上烧平滑。

45.玻璃管弯曲有何技巧？



答：双手持玻璃管，手心向外把需要弯曲的地方放在火焰中上预热，然后放进鱼尾形的

火焰仲加热，受热的部分约宽 5cm，在火焰中使玻璃管缓慢、均匀而不停地向同一方向

转动，当玻璃管受热至足够软化时，从火焰中取出，轻轻弯出所要的角度。为了维持管

径的大小，两手持玻璃管在火焰烧时不要往外拉，其次可在弯成角度后，在管口轻轻吹

气，弯好的玻璃管从管的整体来看应尽量在同一平面上，把它放在石棉板上自然冷却，

切勿以冷的东西接触。

46.玻璃管（温度计）插入塞子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右手指捏住玻璃管的的位置与塞子的距离应经常保持 4cm 左右，不能太远；其次，

用力不能太大，以免折断玻璃管刺破手掌，最好用揩布包住玻璃管则较为安全。插入或

拔出弯曲管时，手指不能捏在弯曲的地方。

47.什么是熔点距？ 答：一个纯化物从开始溶化（始熔）至完全溶化（全熔）的温度范

围叫熔点距。

48.如果没有把样品研磨得很细，对装样有何影响？对测定的熔点数据可靠否？

答： 使的样品装样不结实，有空隙，样品传热慢，也不均匀，对测定的数据不可靠。

49.在熔点测定时，接近熔点时升温的速度为什么不能太快？

答：升高的太快使得读数困难，造成误差。

50.为什么不能用测过一次熔点的有机物再作第二次测定？

答：测过的有机物分子的晶体结构有可能改变了，则它的熔点也会有所改变，所以不能

用做第二次测量。

51.如何鉴定两种熔点相同的晶体物质是否为同一物质？

答：取两样物质混合起来，测其熔点，如果跟两种物质的熔点很相近就是同一物质，如

果熔点比文献值降低很多且熔点距增大，则是两种物质。

52.什么叫蒸馏？利用蒸馏可将沸点相差多少的物质分开？

答：蒸馏就是将液体物质加热到沸腾变成蒸汽，又将蒸汽冷凝到液体这两个过程的联合

作。

53.在蒸馏过程中为何要加入素烧瓷片？如加热后发觉未加烧瓷片应如何补加？为什

么？

答：在蒸馏过程中加素烧瓷片作用是防止加热时的暴沸现象。

加热后发觉未加素烧瓷片应使沸腾的液体冷却到沸点以下后才能加止暴剂。

因为当液体在沸腾时投入止暴剂，将会引起猛烈的暴沸，液体易冲出瓶口，若是易燃的

液体将会引起火灾。

54.蒸馏操作在有机实验中常用于哪四方面？

答：蒸馏一般用于以下四方面：

[1]分离液体混合物，仅对混合物中各成分的沸点有较大差别时才能达到的分离。

[2]测定化合物的沸点。



[3]提纯，除去不挥发的杂质。

[4]回收溶剂，或蒸出部分溶剂以浓缩溶液。

55.蒸馏装置由哪三个部分组成？

答：加热气化部分、冷凝部分、接收部分

56.冷凝管有哪几种类型？分别适应于哪些条件下使用？

答：冷凝管有直形冷凝管、空气冷凝管、球形冷凝管和蛇行冷凝管。

蒸汽在冷凝管中冷凝成为液体，液体的沸点高于 130℃的用空气冷凝管，低于 130℃时

用直形冷凝管。球形冷凝管一般用于回流反应即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装置中，因其冷凝面

积较大，冷凝效果较好；液体沸点很低时，可用蛇行冷凝管。刺形分馏柱用于分馏操作

中，即用于沸点差别不太大的液体混合物的分离操作中。

57.蒸馏装置中温度计水银球的位置应在何处？

答：使水银球的上缘恰好位于蒸馏烧瓶支管接口的下缘，使它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58.将待蒸馏液倾入蒸馏烧瓶时，不使用漏斗行吗？如不使用漏斗应怎样操作呢？

答：行，但必须使蒸馏烧瓶的侧支管朝上。如是组合的磨口装置，则直接加如圆底烧瓶

中再装上蒸馏头。

59.向冷凝管通水是由下向上，反过来效果怎样？把橡皮管套进冷凝管时怎样才能防止

折断其侧管？

答：冷凝管通水是由下而上，,反过来不行。因为这样冷凝管不能充满水，由此可能带

来两个后果：其一，气体的冷凝效果不好。其二,冷凝管的内管可能炸裂。

60.如果加热过猛，测定出来的沸点会不会偏高？为什么？

答：蒸馏时加热过猛,火焰太大,易造成蒸馏瓶局部过热现象，使测定出来的沸点偏高。

61.在进行蒸馏操作时应注意哪些问题（从安全和效果两方面来考虑）？

答：a.加料 b.加热

如果维持原来的加热程度，不再有馏出液蒸出而温度又突然下降时，就应停止蒸馏，即

使杂质量很少，也不能蒸干。否则，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

蒸馏完毕，先停止加热，后停止通水，拆卸仪器，其程序与装配时相反，即按次序取下

接收器、接液管、冷凝管和蒸馏烧瓶。

62.用微量法测沸点，把最后一个气泡刚欲缩回至内管的瞬间的温度作为该化合物的沸

点，为什么？

答：最后一个气泡刚欲缩回至内管的瞬间的温度即表示毛细管内液体的蒸气压与大气压

平衡时的温度，亦即该液体的沸点。

63. 什么叫沸点？液体的沸点和大气压有什么关系？文献里记载的某物质的沸点是否

即为我们这里的沸点温度？

答：将液体加热，其蒸气压增大到和外界施于液面的总压力（通常是大气压力）相等时 ，

液体沸腾，此时的温度即为该液体的沸点。



文献上记载的某物质的沸点不一定即为我们这里的沸点，通常文献上记载的某物质的沸

点，如不加说明，一般是一个大气压时的沸点，如果我们这里的大气压不是一个大气压

的话，该液体的沸点会有变化。

64. 用分馏柱提纯液体时，为了取得较好的分离效果，为什么分馏柱必须保持回流液？

答：保持回流液的目的在于让上升的蒸气和回流液体，充分进行热交换，促使易挥发组

分上升，难挥发组分下降，从而达到彻底分离它们的目的。

65.分馏的原理是什么？分馏与蒸馏有什么不同？

答：对沸点相近的混合物,在分馏柱内反复进行汽化、冷凝、回流等程序进行分离。低

沸点的物质经分馏柱上升而被分离出,高沸点的物质回流入烧瓶中。蒸馏要求其分离组

分的沸点至少要相差 30℃，对沸点相近的混合物，采用分馏法。

66.什么是恒沸物？恒沸物能否用分馏法分离？

答：当某两种或三种液体以一定比例混合，可组成具有固定沸点的混合物，将这种混合

物加热至沸腾时，在气液平衡体系中，气相组成和液相组成一样，故不能使用分馏法将

其分离出来，只能得到按一定比例组成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称为共沸混合物或恒沸点

混合物。

67.什么是分馏柱的理论塔板数？理论塔板数与分离效率有何关系？

答：分馏柱效率是用理论塔板来衡量的。分馏柱中的混合物，经过一次汽化和冷凝的热

力学平衡过程，相当于一次普通蒸馏所达到的理论浓缩效率，当分馏柱达到这一浓缩效

率时，那么分馏柱就具有一块理论塔板数。塔的理论塔板数越多，分离效果越好。其次

还要考虑理论板层高度，在高度相同的分馏柱中，理论板层高度越小，则柱的分离效率

越高。

68. 分馏装置由哪几个部分组成？分馏柱有几种？为什么有的有刺？

答：实验室中简单的分馏装置包括：热源、蒸馏器（一般用圆底烧瓶）、分馏柱、冷凝

管和接收器五个部分。

常用的分馏柱有：韦氏 Vigreux)分馏柱、Dufton 柱、Hempel 柱。

增大蒸气的接触面积，增加冷凝效果。

69. 为什么制备乙酰苯胺需要使用分馏柱？

答：韦氏分馏柱的作用相当于二次蒸馏，用于沸点差别不太大的混合物的分离，合成乙

酰苯胺时，为了把生成的水分离除去，同时又不使反应物醋酸被蒸出，所以选用韦氏分

馏柱。

70. 减压蒸馏的原理是什么？

答：原理是蒸馏系统中的有机化合物沸点随系统内压力的减小而降低，避免有机化合物

发生分解或氧化。

71. 减压蒸馏装置有哪几部分组成？

答：双颈蒸馏烧瓶、接收器、吸收装置、测压计、安全瓶、减压泵（抽气泵）。



72.减压蒸馏时，为什么要在蒸馏烧瓶内插入一根末端拉成毛细管的玻璃管？如何调节

毛细管的进气量？

答：（1）为了平稳的蒸馏，避免液体过热而产生暴沸溅跳现象；

（2）玻璃管另一端应拉细一点或在玻璃管口套一段橡皮管，用螺旋夹D 夹住橡皮管。

73. 水泵的减压效率如何？

答：如果水泵的构造好且水压又高时，其抽空效率可达到 1067 ~ 3333Pa（8 ~ 25mmHg）。

74. 使用油泵时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 a.在蒸馏系统和油泵之间，必须装有吸收装置。b.蒸馏前必须先用水泵彻底抽去

系统中的有机溶剂的蒸气。c.如能用水泵抽气的，则尽量使用水泵；如蒸馏物中含有挥

发性杂质，可先用水泵减压抽除，然后改用油泵。

75.在减压蒸馏系统中为什么要有吸收装置？吸收装置各有什么作用？

答：（1）吸收装置可吸收对真空泵有损害的各种气体或蒸汽，借以保护减压设备。

（2）吸收装置的各部分及作用：① 捕集管：用来冷凝水蒸汽和一些易挥发物质；②

硅胶（或用无水 CaCl2）干燥塔：吸收经冷却阱后还未除净的残余水蒸气；③ NaOH 吸

收塔：吸收酸性蒸汽；④ 石蜡片干燥塔：吸收烃类气体。

76.在进行减压蒸馏时，为什么必须用热浴加热，而不能用直接用火加热？

答：用热浴加热的好处是加热均匀，可防止暴沸，如果直接用火加热的话，情况正好相

反。

77.为什么进行减压蒸馏时必须先抽气才能加热？

答：因为系统内充满空气，加热后部分溶液气化，再抽气时，大量气体来不及冷凝和吸

收，会直接进入真空泵，损坏泵改变真空度。如先抽气再加热。可以避免或减少之。

78.测压计如何读数？

答：液柱式 U型压力计由两端开口的垂直 U型玻璃管及垂直放置的刻度标尺所构成，管

内部盛有适量工作液体作为指示液。由 U型管两边液面差Δh及工作液的密度ρ、重力

加速度 g 可以得到压力值:p 大气=p 真空+ρg△h

79. 在用油泵减压蒸馏高沸点化合物前，为什么要先用水泵或水浴加热，蒸去绝大部分

低沸点物质（如乙酸乙酯）？

答：尽可能减少低沸点有机物损坏油泵。

80.在什么情况下可采用水蒸气蒸馏？

答：（1）某些沸点高的有机化合物，在常压蒸馏虽可与副产品分离，但易将其破坏；

（2）混合物中含有大量树脂状杂质或不挥发性杂质，采用蒸馏、萃取等多种方法都难

以分离的；

（3）从较多固体反应物中分离出被吸附的液体

81. 水蒸气蒸馏装置中的 T形管有什么作用？



答：除去水蒸气中冷凝下来的水，有时当操作发生不正常的情况时，可使水蒸气发生器

与大气相通。

82. 进行水蒸气蒸馏，被提纯物质必须具备哪三个条件？

答：（1）不溶或难溶于水； （2）共沸腾下与水不发生化学反应；

（3）在 1000C 左右时，必须具有一定的蒸汽压[至少 666.5 ~~~

~

1333Pa（5 ~~~

~

10mmHg）]

83.什么叫水蒸气蒸馏？

答：当有机物与水一起共热时，整个系统的蒸汽压为各组分蒸汽压之和，当总蒸汽压

（p）与大气压力相等时，液体沸腾。混合物的沸点低于任何一个组分的沸点，有机物

可在比其沸点低得多的温度，而且在低于 1000C 的温度下随蒸汽一起蒸馏出来。这样的

操作叫水蒸气蒸馏。

84. 进行水蒸气蒸馏时，蒸汽导入管末端为什么要插入到接近于容器的底部？

答：使瓶内液体充分加热和搅拌，有利于更有效的进行水蒸气蒸馏。

85. 水蒸气蒸馏装置由哪四部分组成？ 答：水蒸气发生器、蒸馏部分、冷凝部分、接

受器。

86. 在水蒸气蒸馏过程中，经常要检查什么事项？若安全管中水位上升很高，说明什么

问题，如何处理才能解决呢？

答：（1）经常要检查安全管中的水位是否正常，有无倒吸现象，蒸馏部分混合物溅飞

是否厉害。

（2）说明有某一部分阻塞。（3）应立即旋开螺旋夹，移去热源，拆下装置进行检查（一

般多数是水蒸气导入管下管被树脂状物质或者焦油状物所堵塞）和处理。

87. 简易水蒸气蒸馏是怎么回事？曾用于哪些合成反应中？

答：（1）简易水蒸气蒸馏是在长颈圆底烧瓶中蒸出水蒸气将蒸得的水蒸气经过导入管

进入反应容器中，以降低蒸馏温度，蒸出产物。

（2）曾用于肉桂酸、苯胺的合成反应中。

88. 萃取的原则是什么？

答：萃取是利用物质在两种不互溶（或微溶）溶剂中溶解度或分配比的不同来达到分离 、

提取或纯化目的一种操作。原则是：

（1）两个接触的液相完全不互溶或部分互溶；

（2）溶质组分在两相中的溶解度不同，萃取剂对溶质要有较大的溶解度。

89.分液漏斗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答：（1）分离两种分层而不起作用的液体；（2）从溶液中萃取某种成分；（3）用水

或碱或酸洗涤某种产品；（4）用来滴加某种试剂（即代替滴液漏斗）。

90. 使用分液漏斗前必须做好哪些检查上？

答：（1）分液漏斗的玻璃塞和活塞有没有用棉线绑住；（2）玻璃塞和活塞是否紧密。



91. 使用分液漏斗时应注意什么？

答：（1）不能把活塞上附有凡士林的分液漏斗放在烘箱内烘干；

（2）不能用手拿住分液漏斗的下端；（3）不能用手拿住分液漏斗进行分离液体；

（4）上口玻璃塞打开后才能开启活塞；（5）上层的液体不要由分液漏斗下口放出。

92. 分液漏斗使用后应该怎样处理？

答：分液漏斗使用后，应用水冲洗干净，玻璃塞和活塞用薄纸包裹后塞回去。

93. 如何判断哪一层是有机物？哪一层是水层？

答：可任取一层的少量液体，置于试管中，并滴少量自来水，若分为两层，说明该液体

为有机相，若加水后不分层则是水溶液。

94. 折光率有何意义？如何测定？

答：折光率是化合物的特性常数，固体、液体和气体都有折光率，尤其是也体，记载更

为普遍。不仅作为化合物纯度的标志，也可用来鉴定未知物。如分馏时，配合沸点，作

为划分的依据。

通常使用 Abbe 测定液态化合物折光率。

95. 重结晶的原理是什么？ 重结晶提纯法的一般过程如何？

答：原理：利用混合物中各组分在某种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同，或在同一溶剂中不同温度

时的溶解度不同，而使它们相互分离。

一般过程：选择溶剂→溶解固体→除去杂质→晶体析出→晶体的收集与洗涤→晶体

的干燥。

96. 用于进行重结晶的溶剂要符合哪些条件？

答：（1）与被提纯的有机物不起化学反应；（2）对被提纯的有机物应易溶于热溶剂中 ，

而在冷溶剂中几乎不溶；（3）对杂质的溶解度应很大（杂质留在母液不随被提纯物的

晶体析出，以便分离）或很小（趁热过滤除去杂质）；（4）能得到较好的结晶；（5）

溶剂的沸点适中。若过低时，溶解度改变不大，难分离，且操作也较难；过高时，附着

于晶体表面的溶剂不易除去；（6）价廉易得，毒性低，收回率高，操作安全。

在选择溶剂时应根据“相似相溶”的一般原理。溶质往往易溶于结构与其相似的溶

剂中。一般来说，极性的溶剂溶解极性的固体，非极性溶剂溶解非极性固体。

97. 重结晶的溶解过程一般在什么容器中进行？为什么？如果是采用低沸点易燃物作

溶剂，要采用何种方式溶解样品？

答：（1）锥形瓶或圆底烧瓶；

（2）因为它们的瓶口较窄，溶剂不易挥发，又便于震荡，促进固体物质的溶解；如果

是采用低沸点易燃物作溶剂，必须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不可粗心大意！有机溶剂往

往不是易燃的就是具有一定的毒性，或两者兼有，因此容器应选用锥形瓶或圆底烧瓶，

装上回流冷凝管。

（3）根据溶剂沸点的高低，选用热浴溶解样品,严禁在石棉网上直接加热。

98.若重结晶样品加热溶解过程中所需温度高于 130℃，应采用何种回流冷凝管？



答：空气冷凝管.

99.重结晶样品若要脱色，应在什么时候才加入活性炭？

答：加热前；如果加热后忘记加入，应停止加热，稍冷却后再加入。

100.热水过滤对玻璃漏斗和滤纸有什么要求？为什么？

答：（1）选用短颈径粗的玻璃漏斗；（2）使用折叠滤纸（菊花形滤纸）；（3）使用

热水漏斗；

为了保持溶液的温度使过滤操作尽快完成，防止因温度降低而在滤纸上析出结晶。

101.抽滤（减压过滤）装置包括哪三个部分？ 答：布氏漏斗、抽滤瓶和水泵。

102.抽滤装置中的布氏漏斗下端的斜口在抽滤瓶中应处什么位置？

答：漏斗下端斜口正对抽滤瓶支管。

103.抽滤法过滤应注意什么？

答：(1) 漏斗下端斜口正对抽滤瓶支管；(2) 滤纸要比漏斗底部略小且把孔覆盖；(3)

过滤前先用溶剂润湿滤纸，抽气使滤纸紧紧贴在漏斗上；(4) 把过滤混合物均匀分布

在整个滤纸面上；(5) 用少量滤液将黏附在容器壁上的结晶洗出，继续抽气，并用玻璃

钉挤压晶体，尽量除去母液。

104.在重结晶溶样时，忘记在加热前加入活性炭作脱色剂，应该怎么办? 为什么？

答：待溶液稍冷后加入活性炭；因为如果向正在沸腾的溶液中加入活性炭，溶液暴沸而

溅出。

105.在重结晶的抽滤中应如何洗涤晶体？

答：用少量干净溶剂均匀洒在滤饼上，并用玻璃棒或刮刀轻轻翻动晶体使全部结晶刚好

被溶剂浸润（注意不要使滤纸松动），打开水泵，关闭安全瓶活塞，抽去溶剂，重复操

作两次，就可把滤饼洗净。

106.如果热滤的溶剂是挥发可燃性液体，操作有何不同？

答：如果是易燃有机溶剂则务必在过滤时熄灭火焰。

107. 如果热滤后的溶液不结晶，可采用什么方法加速结晶？

答：投“晶种”或用玻璃棒摩擦器壁引发晶体形成。

108. 用有机溶剂重结晶时，那些操作容易着火，应该怎样避免？

答：（1）过滤时，如果是易燃有机溶剂则务必熄灭火焰

（2）溶解样品时，根据溶剂沸点的高低，选用热浴方式,严禁在石棉网上直接加热。

109.如何证明经重结晶纯化的产物是纯净的？ 答：测此化合物的熔点。

110.升华的原理是什么？



答：升华：某些物质在固态时具有相当高的蒸气压，当加热时，不经过液态而直接气化 ，

蒸气受到冷却而直接冷凝成固体。

111.升华是否可以作为提纯物质的方法？

答：若固态混合物具有不同的挥发度，则可应用升华法提纯。升华得到的产品一般具有

较高的纯度。此法特别适用于纯化易潮解的物质。

112.常压升华法采用怎样的加热方法？减压升华采用何种加热方法？

答：在瓷蒸发皿中盛粉碎了的样品，上面用一个直径小于蒸发皿的漏斗覆盖，漏斗颈用

棉花塞住，防止蒸气逸出，两者用一张穿有许多小孔（孔刺向上）的滤纸隔开，以避免

升华上来的物质再落回蒸发皿内。操作时可用砂浴加热，小心调节火焰，控制浴温让其

慢慢升华。

减压升华通常采用油浴加热，并视具体情况而采用油泵或水泵抽气。

113.旋光仪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光源从光源经过起偏镜，再经过盛有旋光性物质的旋光管时，因物质的旋光性致使

篇振光不能通过第二个棱镜，必须转动检偏镜，才能通过。因此，要调节检偏镜进行配

光，由标尺盘上转动的角度，可以指示出检偏镜的转动角度，即为该物质在此浓度时的

旋光度。

114.怎样的物质才具有旋光性？ 答：不具有对称面和对称中心的物质具有旋光性。

115.为什么测定旋光度前，需要进行零点的校正？

答：为了消除溶剂对样品旋光度的干扰，在测定样品前需要用溶剂来校正旋光仪的零点 。

116.色谱法有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色谱法是一种物理的分离方法，其分离原理是利用混合物中各个成分的物理化学性

质的差别，当选择一个条件使各个成分流过支持剂或吸咐剂时，各成分可由于其物理性

质的不同而得到分离。

117.柱色谱法常用的吸咐剂是什么？选择该吸咐剂的原则是什么？

答;常用的吸咐剂有氧化铝、硅胶、氧化镁、碳酸钙和活性炭等。选择吸咐剂的原则：

首要条件是与被吸咐物质及展开剂均无化学作用；吸咐能力与颗粒大小有关，颗粒大流

速快分离效果不好，颗粒小流速慢；色谱用的氧化铝可分为酸性、中性、碱性三种，其

中酸性用于分离酸性物质，中性用于分离中性物质，应用最广，碱性用于分离生物碱等 ；

吸咐剂的活性与其含水量有关，含水量越低，活性越高。

118.正相色谱与反相色谱的吸附剂与溶剂有何不同？

答：正相色谱与反相色谱两者吸附剂与溶剂的极性相反。

119.色谱法采用何种方法定性？ 答：保留时间。

120.气相色谱与液相色谱采用何种方法定量？ 答：内标和外标法。



121.薄层色谱法点样应注意些什么？

答：用毛细管吸取样品溶液，垂直地轻轻地触到薄层的起点线上，如溶液太稀，一次点

样不够，第一次点样干后，再点第二次，第三次；多次点样时，每次都应点在同一圆心

上；若样品量太少时，成分不易显出；样品量太多时易造成斑点过大，互相交叉或拖尾 ，

不能得到很好的分离。

122.常用的薄层色谱的显色剂是什么？

答：浓硫酸、碘蒸气、碘的氯仿溶液、磷钼酸乙醇溶液、铁氰化钾--三氯化铁试剂、四

氯邻苯二甲酸酐、硝酸铈铵、香兰素—硫酸、茚三酮

123.是否可以用色谱法分离手性物质？ 答：可以。

124.红外光谱是测定分子的何种振动发出的能量？

答：对称和不对称伸缩振动，面内和面外弯曲振动。

125.样品为什么不能含水？

答：因为由于水和杂质的吸收，使光谱吸收变得无意义，水不仅在 3710cm-1和 1630cm-

1有吸收，而且对样品池的卤化钾盐片有腐蚀作用。

126.简述傅立叶红外光谱的工作原理？

答：红外辐射照射到分束器上面时，50％发生反射，50％透过，自辐射源发出的红外光 ，

在分束器上被分为两束，一束被反射至动镜上，又被其反射至分束器，并在分束器上再

次发生反射和透射，透射部分照向样品方向。另一束透过分束器射向定镜，并被定镜反

射回分束器，在分束器上再次发生反射和透射，反射部分也照向样品方向。由于动镜和

移动，使得这两束光产生光程差，于是它们的复合光变成了相干光。相干光通过样品，

被样品吸收，产生了样品的红外光干涉图。

127.指出烷烃、烯烃、炔烃的特征红外峰的位置？

答：烷烃：138013801380

1380

和 147014701470

1470

———

—

140014001400

1400

cmcmcm

cm

-1-1-1

-1

；烯烃：167016701670

1670

———

—

160016001600

1600

cmcmcm

cm

-1-1-1

-1

；炔烃：225022502250

2250

———

—

210021002100

2100

cmcmcm

cm

-1-1-1

-1

128.对于一级核磁 HHH

H

谱，用什么规律来判断峰的裂分数？

答：n+1n+1n+1

n+1

规律来判断峰的裂分数。

129.反应容器容积大小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答：反应物的用量应不超过容器体积的三分之二。

130.实验装置的装配顺序应遵循什么原则？拆卸的原则又是什么？

答：装配原则：从左到右，从下到上；拆卸原则：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131.有机实验中，什么时候利用回流反应装置？

答：有两种情况需要使用回流反应装置：一是反应为强放热的、物料的沸点又低，用回

流装置将气化的物料冷凝回到反应体系中。二是反应很难进行，需要长时间在较高的温

度下反应，需用回流装置保持反应物料在沸腾温度下进行反应。



132.怎样操作回流反应装置？

答：回流反应装置通常用球形冷凝管作回流冷凝管。进行回流反应注意：

1.根据反应物的理化性质选择合适的加热方式，如水浴、油浴或石棉网直接加热。

2.不要忘记加沸石。

3.控制回流速度，一般以上升的气环不超过冷凝管的 1/3(即球形冷凝管的第一个

球)。过高，蒸气不易全部冷凝回到反应烧瓶中；过低，反应烧瓶中的温度不能达到较

高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