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章

定量分析仪器与操作方法

3.1 滴定分析仪器与操作方法

滴定分析用的玻璃仪器主要有滴定管、移液管、吸量管、容量瓶等可测量溶液体积的仪

器,及锥形瓶、量筒、称量瓶和烧杯等非定容仪器。各仪器的用途不同,操作方法有别。

3.1.1 滴定管

图3-1 酸式(左)与碱式

(右)滴定管

滴定管是用于滴加溶液并确定溶液体积的玻璃仪器。它的上

部为带刻度的细长玻璃管,下端为滴液的尖嘴,中间是用于控制滴

定速度的旋塞或乳胶管(配以玻璃珠)。滴定管分为酸式滴定管和

碱式滴定管两种(图3-1)。酸式滴定管可用来装酸性、中性及氧化

性溶液,但不宜装碱性溶液,因为碱性溶液能腐蚀玻璃磨口和旋塞。
碱式滴定管用来装碱性及无氧化性溶液。能与乳胶管起反应的溶

液,如高锰酸钾、碘和硝酸银等溶液,不能加入碱式滴定管中。目前

市面上还有一种带聚四氟乙烯旋塞的通用型滴定管,这种滴定管可

克服上述酸、碱式滴定管存在的旋塞易堵塞、乳胶管易老化及只宜

装某些溶液的缺点,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滴定管的容量有大有小,最小的为1mL,最大的为100mL,还有

50mL、25mL和10mL的滴定管。常用的是50mL和25mL滴定

管。滴定管的容量精度分为A和B两级,A级的精度较高。表3-1
所示为国家规定的不同容量大小的滴定管的容量允差①。

表3-1 常用滴定管的容量允差(20℃)

标示总容量/mL 2 5 10 25 50 100

分度值/mL 0.02 0.02 0.05 0.1 0.1 0.2

容量允差(±)/mL
A级 0.010 0.010 0.025 0.05 0.05 0.10

B级 0.020 0.020 0.050 0.10 0.10 0.20

① 摘自国家标准GB1280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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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滴定管的准备

滴定管一般用自来水冲洗,零刻度线以上部位可用毛刷刷洗,零刻度线以下部位如不干

净,则应采用洗液洗(碱式滴定管应除去乳胶管,用橡胶乳头将滴定管下口堵住)。污垢少时

可加入约10mL洗液,双手平托滴定管的两端,不断转动滴定管,使洗液润洗滴定管内壁,操
作时管口对准洗液瓶口,以防洗液外流。洗完后,将洗液分别由两端放出。如果滴定管太

脏,可将洗液装满整根滴定管浸泡一段时间。为防止洗液流出,在滴定管下方可放一烧杯。
最后用自来水、蒸馏水洗净。洗净后的滴定管内壁应被水均匀润湿而不挂水珠。如挂水珠,
应重新洗涤。

滴定管洗涤好后,可在其中装入蒸馏水至零刻度以上,并垂直地夹在滴定管架上,静置

几分钟,观察是否漏水。然后试着滴定一下,看是否能灵活控制滴定速度。若滴定管漏水或

操作不灵活,应进行下述处理:
 

对于酸式滴定管,应在旋塞与塞套内壁涂少许凡士林。涂凡士林时,不要涂得太多,以
免堵住旋塞孔;

 

也不要涂得太少,达不到转动灵活和防止漏水之目的。涂凡士林后,将旋塞

直接插入旋塞套中。插时旋塞孔应与滴定管平行,此时旋塞不要转动,这样可以避免将凡士

林挤到旋塞孔中去。然后,向同一方向不断旋转旋塞,直至旋塞周围呈均匀透明状为止。旋

转时,注意应有一定的向旋塞小的一端挤的力,避免来回移动旋塞,使塞孔被堵。最后将橡

胶圈套在旋塞小端的沟槽上。若旋塞孔或出口尖嘴被凡士林堵塞,可将滴定管充满蒸馏水

后(若室温较低,应加温蒸馏水),将旋塞打开,用洗耳球在滴定管上部挤压,将凡士林排出。
若为碱式滴定管,应检查橡胶管是否老化、玻璃珠大小是否合适。橡胶管老化则更新,

玻璃珠过大(不便操作)或过小(会漏溶液)也应更换,以达到控制灵活、不漏溶液的目的。
若为带聚四氟乙烯旋塞的通用型滴定管,则通过调节螺丝即可。

2.
 

装溶液与排气

将待装的溶液摇匀,并注意使凝结在容器(一般为试剂瓶或容量瓶)内壁上的水珠混入

溶液。再用该溶液润洗已清洗的滴定管内壁三次,每次用10~15mL溶液。然后将瓶中的

溶液直接倒入滴定管中(注意不要借用其他容器,如烧杯、漏斗等来转移,以免带来误差),直
至充满至零刻度以上为止。

倒好溶液后,应检查尖嘴部分和橡胶管(碱式滴定管)内是否有气泡。若碱式滴定管中

有气泡,可用右手拿滴定管,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玻璃珠部位,使橡胶管向上弯曲翘起,并捏

挤橡胶管,使溶液从管口喷出,排除气泡(图3-2)。排除酸式滴定管及通用型管中的气泡,
可用右手拿滴定管,左手迅速打开旋塞,使溶液冲出管口,流入水槽,同时右手可上下抖动滴

定管。排除酸式滴定管滴嘴部分的气泡,也可采用碱式滴定管排气的方法,但在排气前需要

在尖嘴上先接一根长约10cm的橡胶管。排完气后,补加溶液至零刻度以上,再在水槽内调

节液面至零刻度或稍下处,读取刻度值。

3.
 

滴定管的读数

滴定管读数前,应看看滴嘴上是否挂着液珠。滴定后,若滴嘴上挂有液珠,则无法准确

确定滴定体积。读数时一般应遵循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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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滴定管从滴定管架上取下,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滴定管上部(即滴定管及溶

液的重心以上),其他手指从旁辅助,使滴定管自然垂直,然后再读数。将滴定管夹在滴定管

架上读数的方法,一般不宜采用,因为这样很难保证滴定管垂直和准确读数。
(2)

 

由于水的附着力和表面张力的作用,滴定管内的液面呈弯月形,无色和浅色溶液的

弯月面比较清晰。读数时,视线应与弯月面下缘的最低点相切,即视线应与弯月面下缘的最

低点在同一水平面上,如图3-3所示。对于有色溶液(如KMnO4、I2 等),其弯月面不够清

晰,读数时,视线应与液面两侧的最高点相切,这样才较易读准。

图3-2 碱式滴定管排气泡的方法 图3-3 读数视线的位置

(3)
 

在滴定管装满或放出溶液后,必须等待1~2min,使附着在内壁的溶液流下来后,
再读数。如果放出溶液的速度较慢(如接近化学计量点时就是如此),那么可只等0.5~
1min,即可读数。注意在每次读数前,都看一下管壁内有没有挂水珠,管的尖嘴处有无悬液

滴,管嘴内有无气泡。
(4)

 

必须读至0.01mL位。滴定管上两个小刻度之间为0.1mL,要正确估读其1/10的

值,需经严格训练方能做到。一般可以这样来估计:
 

当液面在此两小刻度线中间时,最后一

位即为0.05mL;
 

若液面在两小刻度的1/3处,即为0.03mL或0.07mL;
 

当液面在两小刻

度的1/5时,即为0.02mL或为0.08mL等。
(5)

 

对于有蓝带的滴定管,读数方法与上述相似。当蓝带滴定管内盛有溶液时,将出现

似两个弯月面的上下两个尖端相交,此上下两尖端相交点的位置,即为蓝带管的读数正确

位置。
(6)

 

为便于读数,可采用读数卡,它有利于初学者练习读数。读数卡是用贴有黑纸或涂

有黑色长方形(约3cm×1.5cm)的白纸板制成。读数时,将读数卡放在滴定管背后,使黑色

部分在弯月面下约0.5cm处,此时即可看到弯月面的反射层全部成为黑色,如图3-4所示。
然后,读此黑色弯月面下缘的最低点。对有色溶液须读其两侧最高点时,须用白色卡片作为

背景。

4.
 

滴定操作

使用酸式滴定管时,左手握滴定管,其无名指和小指向手心弯曲,轻轻地贴着出口部分,
用其余三指控制旋塞的转动,如图3-5所示。注意不要向外用力,以免推出旋塞造成漏水,
而应使旋塞稍有向手心的回力。通用型滴定管的操作与此类似。

若用碱式滴定管滴定,仍以左手握管,其拇指在前,食指在后,其他三个手指辅助夹住出

口管。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玻璃珠所在部位,向右边挤橡胶管,使玻璃珠移至手心一侧,这样,
溶液即可从玻璃珠旁边的空隙流出(图3-5)。注意不要用力捏玻璃珠,不要使玻璃珠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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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也不要捏玻璃珠下部橡胶管,以免空气进入而产生气泡。

图3-4 用读数卡读数 图3-5 酸式滴定管和碱式滴定管的操作

滴定时要边滴边摇瓶,使滴定剂与被滴物迅速反应。若在锥形瓶中进行滴定,用右手的

拇指、食指和中指抓住锥形瓶颈部,其余两指辅助在下侧,使瓶底离滴定台高2~3cm,滴定

管的滴嘴伸入瓶内约1cm。左手控制滴定管滴加溶液,右手按顺(或反)时针方向摇动锥形

瓶,如图3-6所示。
在烧杯中滴定时,将烧杯放在滴定台上,调节滴定管的高度,使其下端伸入烧杯内约

1cm。滴定管下端应在烧杯中心的左后方处(放在中央影响搅拌,离杯壁过近不利搅拌均

匀)。左手滴加溶液,右手用玻璃棒搅拌溶液(图3-7)。玻璃棒应作圆周搅动,不要碰到烧

杯壁和底部。当滴至接近终点需半滴半滴加入溶液时,可用玻璃棒下端承接悬挂的半滴溶

液于烧杯中。但要注意,玻璃棒只能接触液滴,不能接触管尖。

图3-6 在锥形瓶中滴定的操作姿势 图3-7 在烧杯中滴定的操作姿势

此外,在滴定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最好每次滴定都从0.00mL开始,或接近0的某一刻度开始,这样可以减少滴定

误差。
(2)

 

滴定时要站立好或坐端正(有时为操作方便也可坐着滴定),眼睛注视溶液滴落点

周围颜色的变化。不要去看滴定管内液面刻度变化,而不顾滴定反应的进行。
(3)

 

滴定过程中,左手不能离开旋塞,而任溶液自流。右手摇瓶时,应微动腕关节,使溶

液向同一方向旋转,不能前后振动,以免溶液溅出。摇瓶速度以使溶液旋转出现一旋涡为

宜。摇得太慢,会影响化学反应的进行;
 

摇得太快,易致溶液溅出或碰坏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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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始滴定时,滴定速度可稍快,呈“见滴成线”状,即每秒3~4滴。但不要滴得太

快,以致滴成“水线”状。在接近终点时,应一滴一滴加入,即加一滴摇几下,再加,再摇。最

后是每加半滴,摇几下锥形瓶,直至溶液出现明显的颜色变化为止。
(5)

 

掌握半滴溶液的加入法。若为用酸式滴定管滴定,可轻轻转动旋塞,使溶液悬挂在

滴嘴上,形成半滴,用锥形瓶内壁将其沾落,再用洗瓶吹洗。对于碱式滴定管,加半滴溶液

时,应先松开拇指与食指,将悬挂的半滴溶液沾在锥形瓶内壁上,再放开无名指和小指,这样

可避免管尖出现气泡。
加入半滴溶液时,也可使锥形瓶倾斜后再沾落液滴,这样液滴可落在锥形瓶的较下处,

便于用锥形瓶内的溶液将其涮至瓶中。如此可避免吹洗次数太多,造成被滴定物过度稀释。

3.1.2 容量瓶

容量瓶是一种细颈梨形的平底玻璃瓶(图3-8),带有磨口玻璃塞或塑料塞。颈上有标度刻

线,一般表示在20℃时当液体充满至标度刻线时液体的准确体积,其容量允差见表3-2。

表3-2 常用容量瓶的容量允差(20℃)

标示容量/mL 5 10 25 50 100 200 250 500 1000

容量允差(±)/mL
A级 0.02 0.02 0.03 0.05 0.10 0.15 0.15 0.25 0.40

B级 0.04 0.04 0.06 0.10 0.20 0.30 0.30 0.50 0.80

容量瓶主要用于配制准确浓度的溶液或定量地稀释溶液,其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如下:
 

1.
 

检查容量瓶

检查容量瓶一是要看瓶塞是否漏水,其次是看标度刻线位置离瓶口是否太近。漏水则

无法准确配制溶液;
 

标线离瓶口太近则不便混匀溶液。因此,都不宜使用。
检查瓶塞是否漏水的方法如下:

 

加自来水至标度刻线附近,盖好瓶塞后,左手用食指按

住塞子,其余手指拿住瓶颈标线以上部分,右手用指尖托住瓶底边缘,如图3-9所示。将瓶

倒立2min,如不漏水,将瓶直立,转动瓶塞180°后,再倒立2min检查,如不漏水,便可使用。

图3-8 容量瓶 图3-9 检查漏水和混匀溶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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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容量瓶时,不要将其磨口玻璃塞随便取下放在台面上,以免沾污,可将瓶塞系在瓶

颈上。若瓶塞为平头的塑料塞子,可将塞子倒置在台面上。

2.
 

配制溶液

图3-10 转移溶液的操作

用容量瓶配制溶液时,最常用的方法是先称出固体试样于小

烧杯中,加蒸馏水或其他溶剂将其溶解,然后将溶液定量转入容

量瓶中。定量转移溶液时,右手拿玻璃棒,左手拿烧杯,使烧杯嘴

紧靠玻璃棒,而玻璃棒则悬空伸入容量瓶口中,棒的下端应靠在

瓶颈内壁上,使溶液沿玻璃棒和内壁流入容量瓶中(图3-10)。待

烧杯中的溶液流完后,将玻璃棒和烧杯稍微向上提起,并使烧杯

直立,再将玻璃棒放回烧杯中。然后,用洗瓶吹洗玻璃棒和烧杯

内壁,再将溶液转入容量瓶中。如此吹洗、转移的操作,一般应重

复3次以上,以保证定量转移。然后加蒸馏水至容量瓶的3/4左

右容积时,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夹住瓶塞的扁头,将容量瓶拿起,
朝同一方向摇动几周,使溶液初步混匀。继续加蒸馏水至距离标度刻线约1cm处后,等
1~2min使附在瓶颈内壁的溶液流下后,再用滴管滴加蒸馏水至弯月面下缘与标度刻线

相切(注意,勿使滴管接触溶液)。也可用洗瓶加蒸馏水至刻度。无论溶液有无颜色,均
加蒸馏水至弯月面下缘与标度刻线相切为止。加蒸馏水至标度刻线后,盖上干的瓶塞,
用左手食指按住塞子,其余手指拿住瓶颈标线以上部分,而用右手的全部指尖托在瓶底

边缘(图3-9),将容量瓶倒转,使气泡上升至顶,同时可使瓶振荡以混匀溶液。再将瓶直

立过来,又再将瓶倒转,使气泡上升到顶部,振荡溶液。如此反复10次左右。

3.
 

稀释溶液

用移液管移取一定体积的溶液于容量瓶中,加蒸馏水至标度刻线,然后按上述方法混匀

溶液。

4.
 

不宜长期保存溶液

配好的溶液若需要长期保存,应将其转移至磨口试剂瓶中,不要将容量瓶当作试剂瓶

使用。

5.
 

使用完毕应立即用水洗干净

若长期不用,在洗净擦干磨口后,用纸片将磨口隔开。
此外,容量瓶不能在烘箱中烘烤,也不能在电炉等加热器上直接加热。如需使用干燥的

容量瓶,可在洗净后用乙醇等有机溶剂荡洗,然后晾干或用电吹风的冷风吹干。

3.1.3 移液管和吸量管

移液管是中间有一较大空腔的细长玻璃管,管颈上部刻有一标线[图3-11(a)],在标明

的温度下,若使溶液的弯月面与移液管标线相切,再让溶液按一定的方法自由流出,则流出

液的体积与管上标明的体积相同。因此,移液管是用于准确量取一定体积溶液的玻璃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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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容量允差见表3-3。

表3-3 常用移液管的容量允差(20℃)

标示容量/mL 2 5 10 20 25 50 100

容量允差(±)/mL
A级 0.010 0.015 0.020 0.030 0.030 0.050 0.080

B级 0.020 0.030 0.040 0.060 0.060 0.100 0.160

 图3-11 移液管(a)和吸量管(b,c,d)

吸量管是带有分刻度的玻璃管,如图3-11(b)、(c)、
(d)所示。它一般用于量取较小体积的溶液。常用的吸

量管有1mL、2mL、5mL、10mL等规格,吸量管量取溶液

的准确度不如移液管。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吸量管的分

刻度不是刻到管尖,而是离管尖尚有1~2cm。
移液管和吸量管的使用方法如下:

 

1.
 

润洗

移取溶液前,可用吸水纸将洗干净的移液管或吸量

管的管尖端内外的水除去,然后用待吸溶液润洗3次。
吸取溶液时,用左手拿洗耳球,将食指或拇指放在洗耳球

的上方,其余手指自然地握住洗耳球,用右手的拇指和中

指拿住移液管或吸量管标线以上部分,无名指和小指辅

助拿住移液管,将洗耳球对准移液管口,如图3-12所示,
再将管尖伸入溶液中吸取,待溶液被吸至管体积的约

1/4处(注意勿使溶液流回,以免稀释溶液)时,移开,润
洗,然后让溶液从尖口放出、弃去,如此反复润洗3次。
润洗是保证移取的溶液与待吸溶液浓度一致的重要步骤。

2.
 

移取溶液

移液 管 经 润 洗 后,可 直 接 插 入 待 吸 液 液 面 下

1~2cm处吸取溶液。注意管尖不要伸入太浅,以免液面

下降后造成空吸;
 

也不宜伸入太深,以免移液管外部附

有过多的溶液。吸液时,应使管尖随液面下降而下降。
当洗耳球慢慢放松时,管中的部分不要伸入太浅,以免液

面下降后造成空吸;
 

也不宜伸入太深,以免移液管外部附有过多的溶液。吸液时,应使管尖

随液面下降而下降。当洗耳球慢慢放松时,管中的液面徐徐上升,待液面上升至标线以上

时,迅速移去吸耳球。与此同时,用右手食指堵住管口,左手改拿盛待吸液的容器。然后,将
移液管往上提起,使之离开液面,并使容器倾斜约30°,让其内壁与移液管尖紧贴,此时右手

食指微微松动,使液面缓慢下降,直到视线平视时弯月面与标线相切,这时立即用食指按紧

管口。移开待吸液容器,左手改拿接收溶液的容器,并将接收容器倾斜30°左右,使内壁紧

贴移液管尖。接着放松右手食指,使溶液自然地顺壁流下,如图3-13所示。待液面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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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尖后,等15s左右,移出移液管。这时管尖部位仍留有少量溶液,对此,除特别注明“吹”字
的以外,此管尖部位留存的溶液是不能吹入接收容器中的,因为在工厂生产检定移液管时没

有把这部分体积算进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一些移液管尖部做得不很圆滑,因管尖部位留

存溶液的体积可能会因接收容器内壁与管尖接触的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别。为避免出现这种

情况,可在等待的15s过程中,左右旋动移液管,这样管尖部位每次留存的溶液体积就会基

本相同。

图3-12 吸取溶液的操作 图3-13 放出溶液的操作

用吸量管移取溶液的操作与用移液管移取基本相同。对于标有“吹”字的吸量管,在放

出溶液时,应将存留管尖部位的溶液吹入接收容器内。有些吸量管的刻度离管尖尚有1~
2cm,放出溶液时也应注意。实验中,要尽量使用同一支吸量管,以免带来误差。

3.2 沉淀重量分析法的操作与仪器

重量分析法是指通过称量经适当方法处理所得的与待测组分含量相关的物质的质量来

求得物质含量的方法。沉淀重量分析法是利用沉淀反应使待测组分先转变成沉淀,再转化

成一定的称量形式的称量分析法。它的分析过程因沉淀类型及性质不同而异,对于晶型沉

淀(如BaSO4)的重量分析,一般分析过程如下:
 

可见,它的操作与滴定分析法相比有较大区别,下面稍作介绍。

3.2.1 试样溶解

溶解方法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用蒸馏水或酸等溶解;
 

另一种是高温熔融后再用溶液



22   分析化学实验

溶解。

3.2.2 沉淀

通过加入沉淀试剂使待测组分沉淀下来。为了得到较纯净、较易过滤的沉淀,操作时应

遵循一定的原则。例如,对于晶形沉淀,沉淀操作时应使沉淀溶液适当稀;
 

应将溶液加热;
 

应缓慢加入沉淀试剂,且要一边加一边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3.2.3 陈化

沉淀完全后,盖上表面皿,放置过夜或在水浴上保温1h左右。陈化的目的是使小晶体

长成大晶体,不完整的晶体转变成完整的晶体,同时减少共沉淀杂质。

3.2.4 过滤和洗涤

重量分析法使用定量滤纸过滤,每张滤纸的灰分质量为0.08mg左右,可以忽略。过滤

BaSO4 可采用慢速或中速滤纸。
过滤用的玻璃漏斗锥体角度应为60°,颈的直径不能太大,一般应为3~5mm,颈长为

15~20cm,颈口处磨呈45°,如图3-14所示。漏斗的大小应与滤纸的大小相适应。应使折

叠后的滤纸上缘低于漏斗上沿0.5~1cm,绝不能超出漏斗边缘。
滤纸一般按四折法折叠,即先将滤纸整齐地对折,然后再对折,这时不要把两角按压对

齐,如图3-15(a)所示。将其打开后成为顶角稍大于60°的圆锥体,如图3-15(b)所示。然后

将滤纸放入洁净且干燥的漏斗中,如果滤纸与漏斗不十分密合,可以稍稍改变滤纸折叠的角

度,直到与漏斗密合为止。再用手按压滤纸,将第二次的折边折严,这样所得圆锥体的半边

为三层,另半边为一层。然后取出滤纸,将三层厚的紧贴漏斗的外层撕下一角,保存于干燥

的表面皿上备用。注意在折叠滤纸前,应先将手洗干净、擦干,以免弄脏滤纸。

图3-14 漏斗规格 图3-15 滤纸折叠的方法

将折叠好的滤纸放入漏斗中,三层的一边应放在漏斗出口短的一边。用食指按紧三层

的一边,用洗瓶吹入少量蒸馏水将滤纸润湿,然后,轻按滤纸边缘,使滤纸与漏斗间密合(注
意三层与一层之间处也应与漏斗密合)。再用洗瓶加蒸馏水至滤纸边缘,此时漏斗颈内应充

满蒸馏水,当漏斗中的蒸馏水流完后,颈内仍保留着水柱,且无气泡。若漏斗颈内不形成完

整的水柱,可以用手堵住漏斗下口,稍掀起滤纸三层的一边,用洗瓶向滤纸与漏斗间的空隙

里加蒸馏水,直到漏斗颈和锥体的大部分被蒸馏水充满,然后按紧滤纸边,放开堵住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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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此时水柱应可形成。最后再用蒸馏水冲洗一次滤纸,然后将漏斗放在漏斗架上,下面

放一洁净的烧杯接滤液,并使漏斗出口长的一边紧靠杯壁。过滤前漏斗和烧杯上均应盖好

表面皿。
过滤一般分三步进行。首先采用倾泻法过滤上清液,如图3-16所示;

 

其次是洗涤沉淀

并将沉淀转移到漏斗内;
 

最后就是清洗烧杯和洗涤漏斗内的沉淀。过滤时应随时检查滤液

是否透明,如不透明,说明有穿滤。这时必须换另一洁净烧杯接滤液,在原漏斗上将穿滤的

滤液进行第二次过滤。如发现滤纸穿孔,则应更换滤纸重新过滤,而第一次用过的滤纸应

保留。
采用倾泻法是为了避免沉淀堵塞滤纸上的空隙,影响过滤速度。等烧杯中的沉淀沉下

以后,借助玻璃棒将清液倒入漏斗中。玻璃棒的下端应对着滤纸三层厚的一边,并尽可能接

近滤纸,但不要触及滤纸。倒入溶液的体积一般不要超过滤纸圆锥体的2/3,或液面离滤纸

上边缘不少于5mm,以免少量沉淀因毛细管作用越过滤纸上缘,造成损失。此外,沉淀离滤

纸边缘太近也不便洗涤。若一次倾泻不能将清液转移完,应待烧杯中的沉淀沉下后再次

倾泻。
暂停倾泻溶液时,烧杯嘴应沿玻璃棒向上滑动,使烧杯逐渐恢复正放状态,以免烧杯

嘴上的液滴流失。盛有沉淀和溶液的烧杯应按如图3-17所示方法放置,以利沉淀和清液

分开,便于转移清液。同时玻璃棒不要靠在烧杯嘴上,以免烧杯嘴上的沉淀沾在玻璃棒

上部。

图3-16 倾泻法过滤 图3-17 过滤时盛沉淀和溶液的烧杯的放置方法

将清液转移完后,应对沉淀进行初步洗涤。洗涤时,每次用约10mL洗涤液吹洗烧杯内

壁,使黏附着的沉淀集中到杯底部,每次洗涤完后,用倾泻法过滤溶液,如此反复洗涤3~4
次。然后再加少量洗涤液于烧杯中,搅动沉淀使之混匀,立即将沉淀和洗涤液一起通过玻璃

棒转移至漏斗内。再加少量洗涤液于杯中,搅拌混匀后再转移至漏斗里,如此重复几次,使
沉淀基本都被转移至漏斗中,再按如图3-18所示的方法将残留的沉淀吹洗至漏斗中,即用

左手拿起烧杯,使烧杯嘴向着漏斗,右手把玻璃棒从烧杯中取出平放在烧杯口上,并使玻璃

棒伸出烧杯嘴2~3cm。然后用左手食指按住玻璃棒的较高部位,倾斜烧杯使玻璃棒下端指

向滤纸三层一边,用右手拿洗瓶吹洗整个烧杯内壁,使洗涤液和沉淀沿玻璃棒流入漏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