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化学实验 A 预习思考题 
实验 1：红外光谱测定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1、固体样品有哪些制样方法，它们分别适用于哪一种情况？ 
2、测试红外光谱时，样品容器一般常用氯化钠和溴化钾，它们适用的波数范围各为多少？ 
3、为什么红外光谱是连续的曲线图谱？ 
4、通过样品光谱谱图中的什么指标可判断制备样品是否符合要求？ 
5、红外光谱测试时为何特别需要注意防潮脱水？ 
 
实验 2：GC 法分离丁醇异构体及其含量测定 
1、在 Rtx-1 色谱柱中，丁醇异构体的出峰顺序如何？与沸点、汽化焓有什么关系？ 
2、峰面积和相对校正因子在相对误差上有什么差别？为什么？ 
3、内标法定量有哪些优点？方法的关键是什么？ 
4、配制混合标准溶液时为什么要准确称量？测量校正因子时是否要严格控制进样量？ 
5、请说明对于分离不同极性的有机样品，应采用怎样的毛细管气相色谱柱？ 

实验 3：循环伏安法研究乙酰胺基酚的电化学反应机理及其浓度的测定 

1、如何通过实验方法证实图 24-2 步骤 1 中，APAP 的电化学氧化为失去两个电子和 2个氢

离子的反应？ 

2、实验研究 APAP 的电化学氧化机理时，为何要改变电极扫描速率？ 

3、测定试样中的 APAP 浓度时采用了标准曲线法，用该方法测定是否会存在基体效应？如果

存在，用什么定量方法更好？ 

4、循环伏安法用于电化学反应机理研究和定量分析时，哪方面更具优势？为什么？ 

5、如果试样中 APAP 的浓度很低，用哪种伏安分析法更合适？ 

6、伏安分析法测定试样中的 APAP 时，有可能会遇到哪些干扰？ 

 
实验 4：对羟基苯甲酸酯同系物的 HPLC 分离鉴定 

1、根据对羟基苯甲酸甲酯、对羟基苯甲酸丙酯和对羟基苯甲酸丁酯的分子结构，能否预测

这三种化合物在反相色谱中的出峰先后顺序？依据是什么？若苯甲酸要在 C18 柱上保留，

流动相应为酸性还是碱性？ 
2、紫外线检测器是否适用于检测所有的有机化合物？为什么？ 
3、若实验获得的色谱峰面积太小，应如何改善实验条件？ 
4、为什么液相色谱多在室温下进行分离而气相色谱法则要在较高柱温下操作？试比较高效

液相色谱与气相色谱法在进样和检测方面的主要差别。 
5、标准曲线法和校正归一法各有什么优缺点。 

实验 5：饮用水中镁含量的原子吸收法测定 

1、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四大系统是什么?�请比较与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异同点。 

2、在开机和关机时，开、关空气和乙炔气的顺序如何? 为什么? 

3、标准加入法和标准曲线法的适用范围各是什么？在使用时各应注意哪几点？ 

4、原子吸收法中影响测定的干扰因数有哪些？如何消除？ 

 
实验 6：饮料中防腐剂的紫外光谱测定 

1、是否可以用苯甲酸的 B 吸收带进行定量分析？此时标准溶液的浓度范围应是多少? 



2、萃取过程经常会出现乳化或不易分层的现象，应采取什么方法加以解决？ 

3、如果样品中同时含有苯甲酸和山梨酸两种防腐剂，是否可以不经分离分别测定它们的含

量？请设计一个同时测定样品中苯甲酸和山梨酸含量的方法。 
 
实验 7：荧光法测定维生素 B2片剂中核黄素含量 
1、 为什么定量分析时选择 451nm而不选择 265nm 作为激发波长？ 
2、维生素 B2片剂稀释的倍数如何确定？ 
3、如何设计实验证明“发射光谱的形状与激发波长无关” 
4、如何设计实验方法区别瑞利散射峰、拉曼散射峰、2 次或 3 次光的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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