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2《无机及分析化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题型  

1、名词解释 

2、简答题 

3、填表及反应方程式题 

4、计算题 

5、综合分析题 

注：闭卷考试，允许携带科学计算器。 

二、考试参考用书 

《无机及分析化学》，刘耘、周磊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第一版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 绪论 

基本要求：了解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基

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了解物质结构的有关理论。 

第二章 误差与数据处理 

基本要求：了解分析过程中误差产生的原因、出现的规律以及减免方法；掌握数据

处理的基本方法，掌握有效数字的应用，可疑数据的取舍和分析结果的正确表达。 

重点：树立明确的量的概念。 

难点：分析结果的正确表达。 

第三章 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基础 

基本要求：能用 ΔfHm 计算化学反应的反应热效应；会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

掌握化学平衡概念及平衡移动规律；能用平衡常数(K)计算平衡体系的组成；理解化学

反应速率方程(质量作用定律)和反应级数的概念；能够说明活化能、分压或浓度、温度、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了解反应速率理论。 

重点：利用化学热力学基本原理掌握反应中的能量转换规律、反应进行的方向及最

大限度、外界条件对平衡的影响；利用化学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对反应速率、反应机理两

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难点：化学热力学。 

第四章 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法 



基本要求：掌握弱电解质的解离平衡、解离度、稀释定律；能计算一元弱酸、一元

弱碱的解离平衡组成；掌握盐的水解、同离子效应、缓冲溶液；会计算一元弱酸、一元

弱碱、两性物质溶液的 pH 值及缓冲溶液的 pH 值；掌握滴定分析的基本概念(包括滴定、

滴定终点、化学计量点、指示剂、标准溶液、基准物质等)；掌握滴定分析法的原理、

滴定曲线、终点判断；了解终点误差、滴定的可行性等知识；了解滴定分析法的基本过

程及滴定方式；掌握滴定分析法的应用及滴定结果的计算方法。 

重点：弱电解质的解离平衡；一元弱酸、一元弱碱、一元弱酸盐、一元弱碱盐溶液、

两性物质、缓冲溶液的 pH 值计算（重点掌握以上各种类型溶液 pH 值计算的最简式）；

滴定分析法基本原理及滴定曲线的相关计算。 

难点：滴定曲线的相关计算。 

第五章 沉淀溶解平衡与沉淀分析法 

基本要求：掌握沉淀溶解平衡和溶度积规则；了解沉淀滴定法及重量分析法的基本

原理。重点：掌握溶度积规则的应用。 

难点：沉淀溶解平衡的有关计算。 

第六章 氧化还原平衡与氧化还原滴定法 

基本要求：掌握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方法，原电池的工作原理、能斯特方程；

能通过计算说明分压、浓度、酸度对电极电势的影响；会用电极电势判断氧化剂(或还

原剂)的相对强弱和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会用元素标准电极电势图讨论元素的有关性

质；理解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原理；了解氧化还原指示剂、条件电极电势。 

重点：原电池的工作原理；能斯特方程的应用。 

难点：电极电势的应用和相关计算；条件电极电势。 

第七章 配位平衡与配位滴定法 

基本要求：掌握配合物的组成、化学式书写和系统命名法；掌握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及有关计算；理解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熟悉条件稳定常数；掌握 EDTA 配位滴定

法。 

重点：配合物的稳定常数和 EDTA 配位滴定法。 

难点：条件稳定常数和配位滴定曲线的有关计算。 

第八章 原子结构 

基本要求：初步了解原子能级、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原子轨道(波函数)和电子



云等描述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近代概念；了解物质的性质、化学变化与物质结构之间的

关系；熟悉四个量子数对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熟悉 s，p，d 原子轨道的形状

和伸展方向；掌握原子核外电子分布的一般规律和各区元素原子电子层结构的特征，会

从原子半径、电子层构型来了解元素的性质；熟悉原子半径、电离能、电子亲合能和电

负性的周期性变化。 

重点：量子力学原子模型（四个量子数）对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原子核

外电子分布的一般规律和各区元素原子电子层结构的特征。 

难点：量子力学的原子模型。 

第九章 分子结构和晶体结构 

基本要求：从价键理论理解共价键的形成、特点(方向性、饱和性)和类型(σ键、π

键)；理解分子或离子的构型与杂化轨道类型的关系；了解分子轨道的概念；了解金属

键的形成和特点(无方向性、无饱和性)；了解晶体、非晶体的概念；理解不同类型晶体

的特性；理解晶格能对离子化合物熔点、硬度的影响；了解分子的极性与极化；理解分

子间力、氢键及其对物质性质的影响；掌握离子键、共价键、氢键的特征；熟悉配合物

的价键理论。 

重点：化学键的本质，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同物质性质之间的关系。 

难点：杂化轨道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第十章 主族元素 

基本要求：了解常见元素及其化合物在有关领域中的应用；掌握主族元素常见单质

和重要化合物(氧化物、卤化物、氢化物、硫化物、氢氧化物、含氧酸及其盐等)的典型

性质；熟悉某些重要单质、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重点：常见主族元素及其重要化合物的主要性质。 

难点：主族元素常见单质和重要化合物的典型性质；准确写出相应的反应方程式。 

第十一章 过渡元素 

基本要求：了解过渡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及其主要通性，侧重学习铬、锰、铁系、

铜分族、锌分族等内容；掌握其重要化合物及重要离子的主要性质；通过学习元素化学，

应会判断一般化学反应的产物，并能正确书写化学反应方程式。 

重点：熟悉铬、锰、铁系、铜、银、锌分族的主要化学性质。 

难点：判断一般化学反应的产物，正确书写化学反应方程式。 



第十二章 吸光光度法概述 

基本要求：掌握光的吸收定律和光度分析的基本原理；了解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显色条件和光度测量条件的选择，了解提高灵敏度和准确度的方法。 

重点：光的吸收定律和光度分析的基本原理。 

难点：分析条件的选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