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考点探究
江苏省江阴市第一中学 214400 徐志炯

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是实验化学的重要内

容，也是近几年高考实验命题的热点知识，为了更

好的学习这一内容，下面将其考点总结如下。
1． 药品的取用

( 1) 取用粉末状或小颗粒状固体用药匙，若

药匙不能伸入试管，可用纸槽，要把药品送入试管

底部，而不能沾在管口和管壁上( 如图 1 所示) 。
块状和大颗粒固体用镊子夹取。

图 1

( 2) 取少量液体可用胶头滴管。取用较多的

液体用倾倒法，注意试剂瓶上的标签向手心。向

容量瓶、漏斗中倾倒液体时，要用玻璃棒引流。
例 1 下列实验操作的先后顺序的说法正确

的是( ) 。

①加热试管时，先均匀加热，后局部加热; ②
用排水法收集气体时，先移出导管后撤酒精灯;

③制取气体物质时，先检查装置气密性后装药品;

④使用容量瓶、分液漏斗、滴定管前，先检查是否

漏水后洗涤干净。
A． 除②以外 B． 除④以外

C． 除⑤以外 D． 全部正确

解析 ①加热试管时，先均匀加热，后局部加

热可防止试管局部过热而炸裂，②用排水法收集

气体时，要先撤出导管，然后熄灭酒精灯，以免引

起倒吸，③制取气体物质时，要先检查装置的气密

性，否则会造成药品的浪费，④分液漏斗和滴定管的

活塞容易出现漏液现象，使用前必须检查是否漏水，

用容量瓶来配制溶液时，摇匀这个步骤需颠倒容量

瓶 2 ～3 次，故必须保证瓶塞处不能漏液。答案: D。
2． 试纸的使用

( 1) 常见试纸: 石蕊试纸———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定性检验酸碱

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被点燃

的火把”，教师精选的那一道题就是火种。教师的工

作要做在前头，在博览众题的基础上，按要求选编成

几套题。不要让学生为了做题而做题，这样会浪费

学生的很多时间。应争取教会学生一道题，学生就

会做一百道题，而不是让学生做一百道题最后只会

做一道题，那么精选的那一道题就是火种。
2． 在解题过程中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刻

性和答题技巧

高考的化学试卷不论是简答题还是计算题都以

填空形式出现。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填空，例如: 书

写电子式、分子式、结构简式等，要求学生只要回答

是什么就可以了。有些题形式上是填空，实质是简

答题，在实验题中常常出现此类情况。简答题学生

应回答为什么，为什么通常包括: 原理，过程，结论三

部分采分点，若答题时缺项就会丢分。对基础相对

较好的学生，常忽视答结论，以为都说的那么清楚了

不需重复了; 对基础相对较弱的学生常常是就答表

面答案，不说原理，这都会造成丢分。学生描述实验

现象时也往往缺一、二个现象而得不到满分。这就

要求教师在指导学生练习时，当发现学生的答案和

你准备的答案解题顺序不同时，应和学生讲讲你为

什么是这个顺序，训练学生观察、思维、描述的有序

性。举个简单的例子: 描述钠和水反应的实验现象，

学生有先答冒气泡的，有先答钠熔化的。标准的应

是钠浮在水面上，熔成小球，这是物理性质决定的，

钠泳动有气体，反应剧烈有声音，这是化学性质决定

的。经过这样的训练在考试时就不易漏掉采分点。
再如: 面对实验题学生不知从那里分析，可让学生问

自己几个问题: 实验为什么这么做? 这就回答了实

验的目的和原理; 不这样做会怎样? 这就分析到了

实验成败的关键; 还可以怎么做? 这样使知识由浅

人深，由表及里，问题层出不穷，在培养学生的发散

思维，让学生养成科学的实验方法的同时又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不但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也培养

了综合能力。
以上是笔者对高三复习课的几点建议，许多

问题还需以后教学中加以总结和反思，不当之处

愿与同仁探讨。
(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5)

·55·中 学 化 学 2015 年 第 11 期



性; pH 试纸———定量( 粗测) 检测酸碱性强弱; 品

红试纸———检验 SO2 等有漂白性的物质; 淀粉 －
KI 试纸———检验 Cl2 等有氧化性的物质。

( 2) 使用方法:①检验溶液: 取试纸放在玻璃

片或表面皿上，用玻璃棒蘸取液体，点在试纸中

部，观察试纸的颜色变化。等 pH 试纸变色后，与

标准比色卡对照。②检验气体: 先用蒸馏水把试

纸润湿，用镊子夹取或粘在玻璃棒的一端，然后再

放在集气瓶口或导管口处，观察试纸的颜色变化。
例 2 下列有关试纸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用干燥洁净的玻璃棒蘸取某溶液，滴在湿

润的 pH 试纸上，跟标准比色卡比较来测定该溶

液的 pH
B． 使湿润的淀粉 － KI 试纸变蓝的气体一定

是氯气

C． 使湿润的品红试纸褪色的气体必是 SO2

D． 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体是氨气

解析 A 中测溶液的 pH 时，pH 试纸不能润

湿; B 中使湿润的淀粉 － KI 试纸变蓝的气体不一

定是氯气，只要是具有强氧化性的气体都可以; C
中使湿润的品红试纸褪色的气体也可能是 Cl2。
中学阶段所学的使湿润的红色石蕊试纸变蓝的气

体只有氨气。答案: D。
3． 仪器的洗涤

( 1) 方法: 使用毛刷，用去污剂和水冲洗。
( 2) 洗净的标准: 玻璃仪器内壁附着均匀的

水膜，既不聚成滴，也不成股流下。
( 3) 常见残留物的洗涤( 见表 1)

表 1

残留物 洗涤剂

容器里附有的油污 NaOH 溶液或热的纯碱溶液

容器壁上附着的硫 CS2 或热的 NaOH 溶液

试管上的银镜 稀 HNO3

AgCl 氨水

试管残留的 MnO2 热浓盐酸

例 3 下列有关实验操作正确或能达到预期

目的的是( ) 。

解析 A 错，试纸不能直接 放 在 桌 面 上; B
错，不能将水加到浓硫酸中，应将密度大的溶液加

到密度小的溶液中; C 中制备的 CO2 的密度大于

空气的，可用向上排空气法收集，也能用浓硫酸干

燥; D 错，没有沿玻璃棒转移稀盐酸。答案: C。
4． 实验安全装置

( 1) 防倒吸装置( 如图 2 所示)

图 2

( 2) 防堵塞安全装置( 如图 3 所示)

图 3

例 4 下列装置能达到实验目的的是( )。

A．①④ B．②④ C．②③ D．①③
解析 ①项收集 NH3 装置中无棉花; ②项

NH3 通入 CCl4 中，NH3 不溶于 CCl4，不会引起倒

吸，逸出的 NH3 又可被稀 H2SO4 吸收; ③项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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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漏斗中加一定量水，没过长颈漏斗的下端，关闭

止水夹，再加一定量的水，烧瓶内液面停止在某一

高度不下降，长颈漏斗中液面上升可说明气密性

良好，反之，气密性不好;④项，收集比空气重的气

体应长进短出。答案: C。
5． 装置气密性的检验方法与答题规范

( 1) 气密性检查的基本思路: 使装置内外压

强不等，观察气泡或液面变化。
( 2) 检查气密性的答题规范:①装置形成封闭体

系→操作( 微热、手捂、热毛巾捂、加水等) →描述现

象→得出结论;②微热法检查的关键词是封闭、微
热、气泡、水柱;③液差( 封) 法的关键是封闭、液差。

例 5 下列各图所示装置的气密性检查中，

一定漏气的是( ) 。

解析 D 中已经夹上弹簧夹，如果气密性良好

的话和外界不再相通，那么把左侧向上抬起时，左侧

的液面也应该升高; 现在，把左侧上下移动，两端液

面依然保持水平的状况，说明这时是一个连通器，右

侧已经和外界连通了，所以气密性不好。答案: D。
例 6 检查装置气密性是化学实验中的重要

操作之一。试按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 1) 下列仪器或装置在使用前一定要检查气

密性的是 ( 填序号，下同) 。
A． 容量瓶 B． 洗气瓶

C． 分液漏斗 D． 酸( 碱) 式滴定管

( 2) 下列关于不进行气密性检查可能导致后

果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 收集不到气体 B． 造成环境污染

C． 观察到的实验现象有误 D． 引发爆炸事故

图 4

( 3) 为检查如图 4 所示简易气体

发生装置的气密性，甲同学进行了以

下操作和方案设计。甲同学认为，只

要往漏斗中加水，便可检验其气密性

是否良好。经检验他的方案可行。则

甲同学的操作方案、现象和结论是 。
解析 ( 1 ) 要检查气密性的仪

器，往往与气体的发生、净化、收集等方面有关，所以

容量瓶、分液漏斗、滴定管均无需检查是否漏气，但

应该检查是否漏液。( 2) 如果不进行气密性检查，可

能出现漏气，发生 ABC 的后果，如果发生堵塞，则可

能发生安全事故，即 D，所以选 ABCD。( 3) 见答案。
答案: ( 1) B ( 2) ABCD ( 3) 关闭试管夹，通过

长颈漏斗向试管中加水至一定量后，发现漏斗导

管中液面高于试管中的液面，停止加水，液面差保

持不变。说明气密性良好

6．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中玻璃棒的作用

( 1 ) 搅拌: ①蒸发结晶: 用玻璃棒搅拌，以免

液体局部过热，致使液滴飞溅出来。②固体溶解:

进行固体溶解的实验时，用玻璃棒搅拌，以加快固体

物质的溶解，如粗盐的溶解。注意事项: 搅拌时不要

碰容器壁、容器底，同时要向同一个方向搅拌。
( 2) 引流: 使液体沿玻璃棒注入容器中。①

过滤;②溶液的配制。
( 3) 测定性质: ①测 pH: 测定溶液 pH 时，玻

璃棒的作用是蘸取液体，点在 pH 试纸上。②检

验气体性质: 检验气体性质时，先用蒸馏水将试纸

润湿，粘在玻璃棒的一端，用玻璃棒把试纸放到盛

有待测气体的试管口观察试纸的颜色变化。
( 4) 对液体和固体物质进行转移。
例 7 下 列 有 关 实 验 的 叙 述 正 确 的 是

( ) 。

图 5 图 6

A． 可用碱式滴定管量取 12． 85 mL 的 KMnO4

溶液

B． 实验室蒸馏石油可用如图 5 所示实验装置

C． 取用钠或钾时，剩余的钠或钾要放回原瓶

D． 配制 500 mL 0． 4 mol·L －1 NaCl 溶液，必

要的仪器如图 6 所示

解析 A 中 KMnO4 溶液具有强氧化性，不能

用碱式滴定管量取; B 中的温度计水银球应位于

蒸馏烧瓶支管口处; D 中不需要分液漏斗，而需要

容量瓶。答案: C。 ( 收稿日期: 2015 － 0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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