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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化学试剂基础知识



第一章 化学试剂的性质、分级和规格

一 常用化学试剂的一般性质

表 ! " ! " ! 与表 ! " ! " # 列出了化验室常用酸、碱、盐等试剂的一般性质。

表 ! " ! " ! 常用酸、碱试剂的一般性质

名称

化学式

相对分子质量

沸点

$

密度

% & ’(

浓 度

)

% & !**% 溶液

!

’+, & (

一 般 性 质

盐酸

-.,

/0 120/

!!* ! 1!3 4 ! 1!5 /0 4 /3 约 !#

无色液体，发烟。与水互溶。强酸，常用的溶剂。大多

数金属氯化物易溶于水。.," 具有弱还原性及一定的络合能

力

硝酸

-67/

0/ 1*!0

!## ! 1/5 4 ! 12* 约 03 约 !8

无色液体，与水互溶。受热、光照时易分解，放出 67#，

变成桔红色。强酸，具有氧化性，溶解能力强，速度快，所有

硝酸盐都易溶于水

硫酸

-#972

53 1*3

//3 ! 13/ 4 ! 132 58 4 53 约 !3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与水互溶，并放出大量的热，故只能

将酸慢慢地加入水中，否则会因爆沸溅出伤人。强酸。浓酸

具有强氧化性，强脱水能力，能使有机物脱水碳化。除碱土

金属及铅的硫酸盐难溶于水外，其他硫酸盐一般都溶于水

磷酸

-/:72

53 1**

#!/ ! 105 约 38 约 !8

无色浆状液体，极易溶于水中。强酸，低温时腐蚀性弱，

#** 4 /**$时腐蚀性很强。强络合剂，很多难溶矿物均可被

其分解。高温时脱水形成焦磷酸和聚磷酸

高氯酸

-.,72

!** 12;

#*/ ! 103 ;* 4 ;# !#

无色液体，易溶于水，水溶液很稳定。强酸。热浓时是

强的氧化剂和脱水剂。除钾、铷、铯外，一般金属的高氯酸盐

都易溶于水。与有机物作用易爆炸

氢氟酸

-<

#* 1*!

!#*

/8 1/8)
! 1!/ 2* ## 18

无色液体，易溶于水。弱酸，能腐蚀玻璃、瓷器。触及皮

肤时能造成严重灼伤，并引起溃烂。对 / 价、2 价金属离子有

很强的综合能力。与其他酸（如 -#972、-67/、-.,72）混合

使用时，可分解硅酸盐，必须用铂或塑料器皿在通风柜中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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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化学式

相对分子质量

沸点

!

密度

" # $%

浓 度

&

" # ’((" 溶液

!

$)* # %

一 般 性 质

乙酸

+,-+..,

（简记为 ,/0）

1( 2(34

’ 2(3

55

（冰乙酸）

-1 26

’7 24

（冰乙酸）

1 26

无色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性酸味。与水互溶，是常用的

弱酸。当浓度达 55&以上时（密度为 ’ 2(3(" # $%）凝固点为

’4 28!，称为冰乙酸，对皮肤有腐蚀作用

氨水

9,-·,6.

-3 2(48

( 25’ : ( 25(
63 : 68

（9,-）
约 ’3

无色液体，有刺激臭味。易挥发，加热至沸时，9,- 可全

部逸出。空气中 9,-，达到 ( 23&时，可使人中毒。室温较高

时欲打开瓶塞，需用湿毛巾盖着，以免喷出伤人。常用弱碱

氢气化钠 商品溶液

9;.,

4( 2(’ ’ 23- 3( 23 ’5 2-

氢氧化钾 商品溶液

<.,

31 2’(4 ’ 23-3 36 2(3 ’4 26

白色固体，呈粒、块、棒状。易溶于水，并放出大量热。

强碱，有强腐蚀性，对玻璃也有一定的腐蚀性，故宜贮存于带

胶塞的瓶中。易溶于甲醇、乙醇

表 ’ = ’ = 6 常用盐类和其他试剂的一般性质

名称

化学式

相对分子质量

溶解度

水

（6(!）

水

（’((!）

有机溶剂

（’8 : 63!）

一 般 性 质

硝酸银

/"9.-

’15 287

666 >3 77(

甲醇 - 21

乙醇 6 2’

吡啶 - 21

无色晶体，易溶于水，水溶液呈中性。见光、受热易分解，析出黑

色 /"。应贮于棕色瓶中

三氧化二砷

/?6.-

’57 284

’ 28 8 2 6 氯仿、乙醇
白色固体，剧毒！又名砷华、砒霜、白砒。能溶于 9;., 溶液形成

亚砷酸钠。常用作基准物质，可作为测定锰的标准溶液

氯化钡

@;+*6·6,6.

644 267

46 23 18 2- 甘油 5 28 无色晶体，有毒！重量法测定 A.6 =
4 的沉淀剂

溴

@B6

’35 28’

- 2’-

（-(!）

暗红色液体，强刺激性，能使皮肤发炎。难溶于水，常用水封保

存。能溶于盐酸及有机溶剂。易挥发，沸点为 38!。须带手套在通风

柜中进行操作

无水氯化钙

+;+*6

’’( 255

74 23 ’38

乙醇 63 28

甲醇 65 26

异戊醇 7 2(

白色固体，有强烈的吸水性。常用作干燥剂。吸水后生成 +;+*6·

6,6.，可加热再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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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化学式

相对分子质量

溶解度

水

（!"#）

水

（$""#）

有机溶剂

（$% & !’#）

一 般 性 质

硫酸铜

()*+,·’-!+

!,. /0%

1! /$ $!" 甲醇
蓝色晶体，又名蓝矾、胆矾。加热至 $""#时开始脱水，!’"#时失

去全部结晶水。无水硫酸铜呈白色，有强烈的吸水性，可作干燥剂

硫酸亚铁

23*+,·4-!+

!4% /"$

,% /$
%" /"

（%"#）

青绿色晶体，又称绿矾。还原剂，易被空气氧化变成硫酸铁，应密

闭保存

硫酸铁

23!（*+,）1

1.. /%4

!%! /%

（"#）
水解

无色或亮黄色晶体，易潮解。高于 0""#时分解。溶于水解冷水，

配制溶液时应先在水中加入适量 -!*+, 以防 231 5

过氧化氢

-!+!

1, /"$

6
乙醇

乙醚

无色液体，又名双氧水。通常含量为 1"7，加热分解为 -!+ 和初

生态氧［+］，有很强的氧化性，常作为氧化剂。但在酸性条件下，遇到

更强的氧化剂时，它又呈还原性。应避免与皮肤接触，远离易燃品，于

暗、冷处保存

酒石酸

-!(,-,+0

$’" /".

$1. 1,1 乙醇 !’ /’ 无色晶体，是 891 5 、231 5 、*:, 5 、;0 5 等高价金属离子的掩蔽剂

草酸

-!(!+,·!-!+

$!0 /"0

$, $0%
乙醇 11 /0

乙醚 $ /14

无色晶体，空气中易风化失去结晶水；$""#时完全脱水。是二元

酸，既可作为酸，又可作还原剂，用来配制标准溶液

柠檬酸

-1(0-’+4·-!+

!"$ /$,

$,’
乙醇 $!0 /%

乙醚 ! /,4

无色晶体，易风化失去结晶水。是 891 5 、231 5 、*:, 5 、<=0 5 等金

属离子的掩蔽剂

汞

->

!"" /’.

不溶

亮白微呈灰色的液态金属，又称水银。熔点 ? 1.#，沸点 1’4#。

蒸气有毒！密度大（$1 /’’> @ AB），室温时化学性质稳定。不溶于 -!+、

稀 -!*+,。与 -C+1、热浓 -!*+,、王水反应。应水封保存

氯化汞

->(9!

!4$ /’"

0 /0 ’% /1

乙醇 4, /$

丙酮 $,$

吡啶 !’ /!

又名升汞，剧毒！测定铁时用来氧化过量的氯化亚锡

碘

D!

!’1 / %$

" / "!% " /,’

乙醇 !0

二硫化碳 $0

氯仿 ! /4

紫黑色片状晶体，难溶于水，但可溶于 ED 溶液。易升华，形成紫

色蒸气。应密闭、暗中保存。是弱氧化剂

氰化钾

E(C

0’ /$!

4$ /0

（!’#）

%$

（’"#）

甲醇 , /.$

乙醇 " /%%

甘油 1!

白色晶体，剧毒！易吸收空气中的 -!+ 和 (+!，同时放出剧毒的

-(C气体！一般在碱性条件下使用，能与 8> 5 、F:! 5 、231 5 、<:! 5 、

->! 5 、(+! 5 、(G! 5 等形成无色络合物。如用酸分析其络合物，必须在

通风柜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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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化学式

相对分子质量

溶解度

水

（!"#）

水

（$""#）

有机溶剂

（$% & !’#）

一 般 性 质

溴酸钾

()*+,

$-. /""

- /0 ’" 无色晶体，,."#分解。氧化剂，常作为滴定分析的基准物质

氯化钾

(12

.3 /’’

,3 /3 ’-
甲醇 " /’3

甘油 - /.
无色晶体，能溶于甘油、醇，不溶于醚和酮

铬酸钾

(!1*+3

$03 /$0

-, .0 黄色晶体，常作为沉淀剂，鉴定 45! 6 、)7! 6 等

重铬酸钾

(!1*!+.

!03 /$%

$! /’ $""
桔红色晶体，常用氧化剂，易精制得纯品，作滴定分析中的基准物

质

氟化钾

(8

’% /$"

03 /0
$’"

（0"#）
丙酮 ! /!

无色晶体或白色粉末，易潮解，水溶液呈碱性。常作为掩蔽剂。

遇酸放出 98，有毒

亚铁氰化钾

(38:（1;）-

3!! /,0

,! /$ .- /% 丙酮
黄色晶体，又称黄血盐。与 8:, 6 形成蓝色沉淀，是鉴定 8:, 6 的专属试

剂

铁氰化钾

(,8:（1;）-

,!0 /!’

3! 0$ /- 丙酮
暗红色晶体，又名赤血盐，加热时分解。遇酸放出 91;，有毒！水

溶液呈黄色，是鉴定 8:! 6 的专属试剂

磷酸二氢钾

(9!4+3

$,- /"0

!! /-
%, /’

（0"#）

无色晶体，易潮解。水溶液的 <9 = 3 /3 & 3 /.，常用来配制缓冲溶

液

碘化钾

(>

$-- /""

$33 /’ !"- /.

甲醇 $’ /$

乙醇 $ /%%

甘油 ’" /-

丙酮 ! /,’

无色晶体，溶于水时吸热。还原剂，能与许多氧化性物质作用析

出定量的碘，是碘量法的基本试剂。与空气作用易变为黄色（被氧化

为 >!）而使计量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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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化学式

相对分子质量

溶解度

水

（!"#）

水

（$""#）

有机溶剂

（$% & !’#）

一 般 性 质

碘酸钾

()*+

!$, -""

% -$ +! -+ 无色晶体，易吸湿。氧化剂，可作基准物质

高锰酸钾

(./*,

$’% -"+

0 -,
!’

（0’#）

溶于甲醇、

丙酮

与乙醇反应

暗紫色晶体，在酸性、碱性介质中均显强氧化性，是化验中常用的

氧化剂。水溶液遇光能缓慢分解，固体在大于 !""#时也分解，故应贮

于棕色瓶中

硫氰酸钾

(123

45 -$%

!$5 05,
丙酮 !" -%

吡啶 0 -$’

无色晶体，易潮解。是鉴定 67+ 8 的专属试剂，亦可用来作 67+ 8 的

比色测定

盐酸羟胺

39!*9-92:

04 -,4

4, -,
甲醇

乙醇
无色透明晶体，强还原剂。又称氯化羟胺

氯化铵

39,2:’

+ - ,4

+5 -! 5% -0
甲醇 + -+

乙醇 " -0

无 色 晶 体，水 溶 液 显 酸 性，是 配 制 氨 缓 冲 溶 液 的 主 要 试 剂。

++5 -%#分解放出 92: 和 39+

氟化铵

39,6

+5 -",

+! -0
$$%

（%"#）
乙醇 无色固体，易潮解。性质、作用同 (6

硫酸亚铁铵

（39,）!67（1*,）!·

09!*

+4! -$!

+0 ;,
5$ -%

（5"#）

淡绿色晶体，易风化失水。又称莫尔盐。不稳定，易被空气氧化，

溶液更易被氧化。为防止 67! 8 水解，常配成酸性溶液。常作为还原剂

硫酸铁铵

（39,）67（1*,）!·

!,9!*

,%! -$5

$!,

（!’#）
,""

亮紫色透明晶体，又称铁铵矾。易风化失水，!+"#时失尽水。测

定卤化物的指示剂

钼酸铵

（39,）!.<*,

$40 -"$

微绿或微黄色晶体，化学式有时写成（39,）0.<5*!,·,9!*。加热

时分解。为测 =、>? 的主要试剂

硝酸铵

39,3*+

%" -",

$5% $"$"
甲醇 $5 -$

乙醇 + -%

白色结晶，溶于水时剧烈吸热，等量 9!* 与 39,3*+ 混合时可使

温度降低 $’ & !"#。!$"#时分解。迅速加热或与有机物混合加热时

会引起爆炸

过硫酸铵

（39@,）!1!*%

!!% -$4

5, -%

（$’ -’#）

无色 晶 体，$!"# 分 解。常 作 为 氧 化 剂，有 催 化 剂 共 存 时 可 将

./! 8 、2A+ 8 等氧化成高价。水溶液易分解，加热时分解更快。一般是

现用现配

硫氰酸铵

39,123

50 -$!

$5"
,+$

（5"#）

甲醇 ’4

乙醇 !+ -’

无色晶体，易潮解，$5"#时分解。与 67+ 8 形成血红色物质（量少

时显橙色）。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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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化学式

相对分子质量

溶解度

水

（!"#）

水

（$""#）

有机溶剂

（$% & !’#）

一 般 性 质

钠

()

!! *++

剧烈反应
与乙醇反应

溶于液态氨

银白色软、轻金属，密度为 " *+,%。与水、乙醇反应。在煤油中保

存。暴露在空气中则自燃，遇水则剧烈燃烧、爆炸。常作为有机溶剂

的脱水剂

四硼酸钠

()!-./0·$"1!/

2%$ *20

. *0. 02 *+ 乙醇 无色晶体，又名硼砂。,"#时失去 ’ 个结晶水

乙酸钠

3123//()

（简记为 ()45）

%! *"2

, *’ $0" 乙醇 无色晶体，水溶液呈碱性，常用来配制缓冲溶液

碳酸钠

()!3/2

$"’ *++

!$ *% .. *0 甘油 +%

白色粉末，又名苏打、纯碱。水溶液呈碱性。与 6!3/2 按 7 8 $ 混

合，可降低熔点，常作为处理样品时的助熔剂。也常用作酸碱滴定中

的基准物质

草酸钠

()!3!/.

$2. *""

2 *0 , * 22 白色固体，稳定，易得纯品。还原剂，常作为基准物质

氯化钠

()37

’% * ..

2’ *+ 2+ *$

甲醇 $ *2$

乙醇 " *",’

甘油 % *!

无色晶体，稳定，常作基准物质

过氧化钠

()!/!

00 *+%

反应 反应 与乙醇反应
白色晶体，工业纯为淡黄色。.,"#分解。与水反应生成 1!/! 与

()/1，是强氧化剂。易吸潮，应密闭保存

亚硫酸钠

()!9/2

$!, *".

!, *$ !, *,
无色晶体，遇热分解。还原剂，在干燥空气中较稳定。水溶液呈

碱性，易被空气氧化失去还原性

硫代硫酸钠

()!99!/2·’1!/

!.% *$0

$$" 2%. *,

无色结晶，又称海波、大苏打。常温下较稳定，干燥空气中易风

化，潮湿空气中易潮解。还原剂，能与 :! 定量反应，是碘量法中的基本

试剂

氯化亚锡

9;37!·!1!/

!!’ <,’

2!$ *$

（$’#）
=

乙醇、乙醚、

丙酮

白色晶体，强还原剂。溶于水时水解生成 9;（/1）!，故常配成 137

溶液。为防止溶液被氧化，常加几粒金属锡粒

化学试剂是化验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试剂选择与用量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化验结果

的好坏。对于化验工作者来说，了解试剂的性质、分类、规格及使用常识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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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学试剂的分级和规格

对于试剂质量，我国有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规定了各级化学试剂的纯度及杂质含量，

并规定了标准分析方法。我国生产的试剂质量分为四级，表 ! " ! " # 列出了我国化学试剂

的分级。

! " ! " # 化学试剂的分级

级别 习惯等级与代号 标签颜色 附 注

一级 保征试剂 绿色
纯度很高，适用于精确分析和研究工作，有的可作为基准物

质

优级纯（$%）

二级 分析试剂 红色 纯度较高，适用于一般分析及科研用

分析纯（&%）

三级 化学试剂 蓝色 适用于工业分析与化学试验

化学纯（’(）

四级 实验试剂 棕色 只适用于一般化学实验用

（)%）

现以化学试剂重铬酸钾的国家标准（$*+,-—.+）为例加以说明。

（!）优级纯、分析纯的 /-’0-12 含量不少于 33 4 .5，化学纯含量不少于 33 4 65。

（-）杂质最高含量（以百分含量计），如表 ! " ! " , 所示。

表 ! " ! " , 重铬酸钾试剂中杂质最高含量

!
!!! !
!!!

7 5

!
!!! !
!!!

名 称 优级纯分析纯化学纯 名 称 优级纯分析纯化学纯 名 称 优级纯分析纯化学纯

水不溶物 8 4 88# 8 4 886 8 4 8! 硫酸盐（91"-
, ）8 4 886 8 4 8! 8 4 8- 铁

!
!!! !
!!!

8 4 88! 8 4 88- 8 4 886

干燥失重 8 4 86 8 4 86 — 钠 8 4 8- 8 4 86 8 4 ! 铜 8 4 88!

!
!!! !
!!!

— —

氯化物（’:） 8 4 88! 8 4 88- 8 4 886 钙 8 4 88- 8 4 88- 8 4 88! 铅 8 4 886 — —

除上述把化学试剂分为四级外，尚有其他特殊规格的试剂。这些试剂虽尚未经有关部

门明确规定和正式颁布，但多年来为广大的化学试剂厂生产、销售和使用者所熟悉与沿用，

如表 ! " ! " 6 中所列的特殊规格化学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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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 " # 特殊规格的化学试剂

规 格 代号 用 途 备 注

高纯物质 $% 配制标准溶液 包括超纯、特纯、高纯、光谱纯

基准试剂 标定标准溶液 已有国家标准

&’ 基准缓冲物质 配制 %’ 标准缓冲溶液 已有国家标准

色谱纯试剂 () 气相色谱分析专用

*) 液相色谱分析专用

实验试剂 *+ 配制普通溶液或化学合成用 瓶签为棕色的四级试剂

指示剂 ,-./ 配制指示剂溶液

生化试剂 0+ 配制生物化学检验试液 标签为咖啡色

生物染色剂 01 配制微生物标本染色液 标签为玫瑰红色

光谱纯试剂 1% 用于光谱分析

特殊专用试剂 用于特定监测项目，如无砷锌 锌粒含砷不得超过 2 3 !4 " #5

国外试剂规格有的和我国相同，有的不一致，可根据标签上所列杂质的含量对照加以

判断。如 常 用 的 6)1（6789:;<- )=87:;<> 1?;:89@A）为 美 国 化 学 协 会 分 析 试 剂 规 格。

“1&<;&B98”为英国 C?=-D?- E<>@=8A 出品的超纯试剂。德国的 $/ E89;F 生产有 1B&9<&B9（超

纯试剂）。美国 (/ G / 0<F89 有 H>@8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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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化学试剂的使用与贮存

一 化学试剂的选用与使用

化学试剂的选用应以分析要求，包括分析任务、分析方法、对结果准确度等为依据，来

选用不同等级的试剂。如量分析要选用高纯或优级纯试剂，以降低空白值和避免杂质干

扰。在以大量酸碱进行样品处理时，其酸碱也应选择优级纯试剂。同时，对所用的纯水的

制取方法和玻璃仪器的洗涤方法也应有特殊要求。作仲裁分析也常选用优级纯、分析纯试

剂。一般车间控制分析，选用分析纯、化学纯试剂。某些制备实验、冷却浴或加热浴的药

品，可选用工业。

不同分析方法对试剂有不同的要求。如络合滴定，最好用分析纯试剂和去离子水，否

则因试剂或水中的杂质金属离子封闭指示剂，使滴定终点难以观察。

不同等级的试剂价格往往相差甚远，纯度越高价格越贵。若试剂等级选择不当，将会

造成资金浪费或影响化验结果。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化学试剂必须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检验合格后才能出厂销售，

但不同厂家、不同原料和工艺生产的试剂在性能上有时有显著差异。甚致同一厂家，不同

批号的同一类试剂，其性质也很难完全一致。因此，在某些要求较高的分析中，不仅要考虑

试剂的等级，还应注意生产厂家、产品批号等。必要时应作专项检验和对照试验。

有些试剂由于包装或分装不良，或放置时间太长，可能变质，使用前应作检查。

为了保障化验人员的人身安全，保持化学试剂的质量和纯度，得到准确的化验结果，要

求掌握化学试剂的性质和使用方法，制订出化学试剂的使用守则，严格要求有关人员共同

遵守。

化验室工作人员应熟悉常用化学试剂的性质，如市售酸碱的浓度、试剂在水中的溶解

度，有机溶剂的沸点、燃点，试剂的腐蚀性、毒性、爆炸性等。

所有试剂、溶液以及样品的包装瓶上必须有标签。标签要完整、清晰，标明试剂的名

称、规格、质量。溶液除了标明品名外，还应标明浓度、配制日期等。万一标签脱落，应照原

样贴牢。绝对不允许在容器内装入与标签不相符的物品。无标签的试剂必须取小样检定

后才可使用。不能使用的化学试剂要慎重处理，不能随意乱倒。

为了保证试剂不受污染，应当用清洁的牛角勺或不锈钢小勺从试剂瓶中取出试剂，绝

不可用手抓取。若试剂结块，可用洁净的玻璃棒或瓷药铲将其捣碎后取出。液体试剂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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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干净的量筒倒取，不要用吸管伸入原瓶试剂中吸取液体。从试剂瓶内取出的、没有用完

的剩余试剂，不可倒回原瓶。打开易挥发的试剂瓶塞时，不可把瓶口对准自己脸部或对着

别人。不可用鼻子对准试剂瓶口猛吸气。如果需嗅试剂的气味，可将瓶口远离鼻子，用手

在试剂瓶上方扇动，使空气流吹向自己而闻出其味。化学试剂绝不可用舌头品尝。化学试

剂一般不能作为药用或食用。医药用药品和食品的化学添加剂都有安全卫生的特殊要求，

由专门厂家生产。

二 化学试剂的包装及标志

化学试剂的包装单位，是指每个包装容器内盛装化学试剂的净重（固体）或体积（液

体）。包装单位的大小是根据化学试剂的性质、用途和经济价值决定的。

我国化学试剂规定以下列五类包装单位包装：

第一类：! " #、! " $%、! " %、#、%& 或 ! " %、’()；

第二类：%、#!、$%& 或 %、#!、$%()；

第三类：$%、%!、#!!& 或 $!、$%、%!、#!!()；

第四类：#!!、$%!、%!!& 或 #!!、$%!、%!!()；

第五类：%!!、#!!! 至 %!!!&（每 %!!& 为一间隔）或 %!!()、#)、$ " %)、%)。

根据实际工作中对某种试剂的需要量决定采购化学试剂的量。如一般无机盐类以

%!!& 有机溶剂以 %!!() 包装的较多。而指示剂、有机试剂多购买小包装，如 %、#!、$%& 等。

高纯试剂、贵金属、稀有元素等多采用小包装。

化学工业部标准规定，化学试剂的级别分别以不同颜色的标签表示之。

化级纯 绿色 基准试剂 浅绿色

分析纯 红色 生化试剂 咖啡色

化学纯 蓝色 生物染色剂 玫瑰红色

三 化学试剂的管理与安全存放条件

化学试剂大多数具有一定的毒性及危险性。对化学试剂加强管理，不仅是保证分析结

果质量的需要，也是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

化学试剂的管理应根据试剂的毒性、易燃性、腐蚀性和潮解性等不同的特点，以不同的

方式妥善管理。

化验室内只宜存放少量短期内需用的药品，易燃易爆试剂应放在铁柜中，柜的顶部要

有通风口。严禁在化验室内存放总量 $!) 的瓶装易燃液体。大量试剂应放在试剂库内。

对于一般试剂，如无机盐，应存放有序地放在试剂柜内，可按元素周期系类族，或按酸、碱、

盐、氧化物等分类存放。存放试剂时，要注意化学试剂的存放期限，某些试剂在存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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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逐渐变质，甚至形成危害物。如醚类、四氢呋喃、二氧六环、烯烃、液体石蜡等，在见光条

件下，若接触空气可形成过氧化物，放置时间越久越危险。某些具有还原性的试剂，如苯三

酚、!"#$%、四氢硼钠、&’()*、维生素 #、维生素 + 以及金属铁丝、铝、镁、锌粉等易被空气中氧

所氧化变质。

化学试剂必须分类隔离存放，不能混放在一起，通常把试剂分成下面几类，分别存放。

, - 易燃类

易燃类液体极易挥发成气体，遇明火即燃烧，通常把闪点在 ./0以下的液体均列入易

燃类。闪点在 1 *0以下者有石油醚、氯乙烷、溴乙烷、乙醚、汽油、二硫化碳、缩醛、丙酮、

苯、乙酸乙酯、乙酸甲酯等。闪点在 ./0以下的有丁酮、甲苯、甲醇、乙醇、异丙醇、二甲苯、

乙酸丁酯、乙酸戊酯、三聚甲醛、吡啶等。

这类试剂要求单独存放于阴凉通风处，理想存放温度为 1 * 2 *0。闪点在 ./0以下的

试剂，存放最高室温不得超过 %30，特别要注意远离火源。

. - 剧毒类

专指由消化道侵入极少量即能引起中毒致死的试剂。生物试验半致死量在 /345 6 75
以下者称为剧毒物品，如氰化钾、氰化钠及其他剧毒氰化物，三氧化二砷及其他剧毒砷化

物，二氯化汞及其他极毒汞盐，硫酸二甲酯，某些生物碱和毒苷等。

这类试剂要置于阴凉干燥处，与酸类试剂隔离。应锁在专门的毒品柜中，建立双人登

记签字领用制度。建立使用、消耗、废物处理等制度。皮肤有伤口时，禁止操作这类物质。

% - 强腐蚀类

指对人体皮肤、粘膜、眼、呼吸道和物品等有极强腐蚀性的液体和固体（包括蒸气），如

发烟硫酸、硫酸、发烟硝酸、盐酸、氢氟酸、氢溴酸、氯磺酸、氯化砜、一氯乙酸、甲酸、乙酸酐、

氯化氧磷、五氧化二磷、无水三氯化铝、溴、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硫化钠、苯酚、无水肼、水合

肼等。

存放处要求阴凉通风，并与其他药品隔离放置。应选用抗腐蚀性的材料，如耐酸水泥

或耐酸陶瓷制成架子来放置这类药品。料架不宜过高，也不要放在高架上，最好放在地面

靠墙处，以保证存放安全。

* - 燃爆类

这类试剂中，遇水反应十分猛烈发生燃烧爆炸的有钾、钠、锂、钙、氢化锂铝、电石等。

钾和钠应保存在煤油中。试剂本身就是炸药或极易爆炸的有硝酸纤维、苦味酸、三硝基甲

苯、三硝基苯、叠氮或重氮化合物、雷酸盐等，要轻拿轻放。与空气接触能发生强烈的氧化

作用而引起燃烧的物质如黄磷，应保存在水中，切割时也应在水中进行。引火点低，受热、

冲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接触能急剧燃烧甚至爆炸的物质，有硫化磷、赤磷、镁粉、锌粉、铝粉、

萘、樟脑等。

此类试剂要求存放室内温度不超过 %30，与易燃物、氧化剂均须隔离存放。料架用砖

和水泥砌成，有槽，槽内铺消防砂。试剂置于砂中，加盖，万一出事不致扩大事态。

/ - 强氧化剂类

这类试剂是过氧化物或含氧酸及其盐，在适当条件下会发生爆炸，并可与有机物、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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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锌粉、硫等易燃固体形成爆炸混合物。这类物质中有的能与水起剧烈反应，如过氧化物

遇水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属于此类的有硝酸铵、硝酸钾、硝酸钠、高氯酸、高氯酸钾、高氯酸

钠、高氯酸镁或钡、铬酸酐、重铬酸铵、重铬酸钾及其他铬酸盐、高锰酸钾及其他高锰酸盐、

氯酸钾或钠、氯酸钡、过硫酸铵及其他过硫酸盐、过氧化钠、过氧化钾、过氧化钡、过氧化二

苯甲酰、过乙酸等。

存放处要求阴凉通风，最高温度不得超过 !"#。要与酸类以及木屑、炭粉、硫化物、糖

类等易燃物、可燃物或易被氧化物（即还原性物质）等隔离，堆垛不宜过高过大，注意散热。

$ % 放射性类

一般化验室不可能有放射性物质。化验操作这类物质需要特殊防护设备和知识，以保

护人身安全，并防止放射性物质的污染与扩散。

以上 $ 类均属于危险品。

& % 低温存放类

此类试剂需要低温存放才不致于聚合变质或发生其他事故。属于此类的有甲基丙烯

酸甲酯、苯乙烯、丙烯腈、乙烯基乙炔及其他可聚合的单体、过氧化氢、氢氧化铵等。

存放于温度 ’"#以下。

( % 贵重类

单价贵的特殊试剂、超纯试剂和稀有元素及其化合物均属于此类。这类试剂大部分为

小包装。这类试剂应与一般试剂分开存放，加强管理，建立领用制度。常见的有钯黑、氯化

钯、氯化铂、铂、铱、铂石棉、氯化金、金粉、稀土元素等。

) % 指示剂与有机试剂类

指示剂可按酸碱指示剂、氧化还原指示剂、络合滴定指示剂及荧光吸附指示剂分类排

列。有机试剂可按分子中碳原子数目多少排列。

’" % 一般试剂

一般试剂分类存放于阴凉通风，温度低于 !"#的柜内即可。

·*’· 第一篇 化学试剂基础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