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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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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熔点的意义，掌握测定熔点的操作

2.了解沸点的测定，掌握沸点测定的操作

1.熔点:每一个晶体有机化合物都有一定的熔点，利用测定熔
点，可以估计出有机化合物纯度。

2.沸点：每一个晶体有机化合物都有一定的沸点，利用测定
沸点，可以估计出有机化合物纯度。

1.尿素(熔点132.7℃左右)苯甲酸(熔点122.4℃左右)未知固
体

2.无水乙醇(沸点较低72℃左右)环己醇(沸点较高160℃左右)
未知液体

温度计玻璃管毛细管thiele管等

1.测定熔点步骤：

熔点测定现象：1.某温度开始萎缩，蹋落2.之后有液滴出
现3.全熔



2.沸点测定步骤：

冷却) 3记录(当最后一个气泡不冒出而缩进是为沸点)

沸点测定现象：刚开始有气泡后来又连续气泡冒出，最后一
个气泡不冒而缩进。

熔点测定结果数据记录

有机化学实验报告

有机化学实验报告

沸点测定数据记录表

有机化学实验报告

平行试验结果没有出现较大的偏差，实验结果比较准确，试
验数据没有较大的偏差。但在测量环乙醇的时候由于温度过
高导致橡皮筋脱落，造成试验几次失败，经过重做实验最终
获得了较为准确的实验数据。测量未知固体熔点时由于前一
个测的是苯甲酸，熔点较高，而未知固体熔点较低，需要冷
却30摄氏度以下才可进行实验，由于疏忽温度未下降30℃就
进行了测量，使第一次试验失败，之后我们重新做了该实验
也获得了比较满意的实验结果。

1加热温度计不能用水冲。

2第二次测量要等温度下降30摄氏度。

3 b型管不要洗。

4不要烫到手

4沸点管石蜡油回收。



5沸点测定是不要加热太快，防止液体蒸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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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领导：

你好!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写这封辞职信，来到公司也快四个月
了，正是在这里我开始踏上了社会，完成了自己从一个学生
到社会人的转变。有过欢笑，有过收获，也有过泪水和痛苦。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各方面压力，再加上家里有事叫我回去帮
忙，望能于20xx年8月1日正式离职，请公司批准。对于由此
为公司造成的不便，我深感抱歉。

我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同事对我的照顾与错爱，真心感谢李
总对我的认可、鼓励、以及批评，但我都知道是为了我好，
离开是难免有点舍不得，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也只
能忠心对你说声对不起与谢谢你，并祝愿你和大家能开创出
更美好的未来，也预祝公司业绩节节攀升，再创佳绩。

此致

敬礼

敬礼

申请人：辞职报告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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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复盐的制备方法。2.练习简单过滤、减压过滤操作方
法。3.练习蒸发、浓缩、结晶等基本操作。



二、实验原理

三、实验步骤

四、实验数据与处理1.实际产量：

2、理论产量：

3、产率：

实验二化学反应速率、活化能的测定

姓名：班级：学号：指导老师：实验成绩：一、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了解浓度、温度和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2.加深对活化能的理解，并练习根据实验数据作图的方法。

二、实验原理

三、实验数据记录及处理

1、浓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求反应级数确定反应级数：m=
n=

2、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求活化能

3、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实验三盐酸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及混合碱的测定

1、了解间接法配制标准溶液的方法。2.学习用双指示剂法测
定混合碱中不同组分的含量。

二、实验原理



三、实验数据记录及处理

1、 hcl标准溶液的标定结果

2、混合碱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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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探究鸡蛋泡在白醋中所发生的化学变化实验过程：
1，将一枚鸡蛋放入一只干净的玻璃杯中，倒入大约3/2的.白
醋，观察现象，标记鸡蛋在杯中的位置。

2，第二天，观察鸡蛋壳发生的变化和鸡蛋在杯中位子的变化。
取出鸡蛋，清洁鸡蛋壳的表面，重新放于被子中。

3，连续操作，观察一周，鸡蛋发生了甚么变化。

4，两周后，取出鸡蛋，你又有怎样的发现？

实验现象：第一天，将鸡蛋放入白醋中的时候，鸡蛋沉于杯
底，完全浸没于白醋中，但一会儿，鸡蛋的表面冒出了许多
的气泡，之后，鸡蛋便开始慢慢上浮，最后漂浮在白醋上，
气泡消失了，也有气泡在上升。

第二天，鸡蛋的颜色发生了变化，白醋的表面有棕色，可以
十分明显的看到浸没在白醋里的鸡蛋壳比没有浸没的要白。
气泡减少了一些。用手触碰鸡蛋的表面可以感到鸡蛋已经变
软，鸡蛋壳变薄了。第三天，鸡蛋表面的气泡明显变少，鸡
蛋壳好象有薄了一层。整个鸡蛋都膨胀了起来，鸡蛋的长度
已有杯子的直径了，增长了原来的一半还多。

第五天的早上，鸡蛋壳沉到了玻璃杯的最底部，白醋表面气
泡的数量明显变少，鸡蛋体积再次变大，蛋壳又薄了一些，
整个鸡蛋看起来十分有弹性。



一周后，把鸡蛋洗干净后，可以看到整个鸡蛋的表面只剩下
一层嫩白色的薄膜，几乎没有气泡了，鸡蛋依然是沉底的。

第二周初，把鸡蛋洗净，鸡蛋变得透明，可以模模糊糊的看
到一个球状的黄色的物体，那应该是软黄。在阳光的照耀下，
想的十分美丽。

实验收获：鸡蛋壳含有碳酸钙，能与醋酸反应生成二氧化碳。

反思：观察记录的天数偏少，有可能会错过一些细微的变化，
从而影响实验记录的准确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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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一门实验科目，需要考生不断地做实验，从实验中真
实地看到各种元素发生化学反应，看到各种化学现象的产生。
做完化学实验之后，学生们要写化学实验心得体会，将自己
在化学实验中的所感所想写出来。下面小编为大家提供化学
实验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的课程。 化学
知识的实用性很强，因此实验就显得非常重要。

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由于学生的理论知识基础不好，在实
验过程遇到了许多的难题，也使学生们感到了理论知识的重
要性。让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 自己看书，独立思考，最
终解决问题，从而也就加深了学生对课本理论知识的理解，
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在做实验前,一定要将课本上的知
识吃透,因为这是做实验的基础,实验前理论知识的准备，也
就是要事前了解将要做的实验的有关资料，如：实验要求，
实验内 容，实验步骤，最重要的是要记录实验现象等等. 否
则,老师讲解时就会听不懂,这将使做实验的难度加大,浪费做
实验的宝贵时间。比如用电解饱和食盐水的方法制取氯气的
的实验要清楚各实验仪器的接法,如果 不清楚,在做实验时才
去摸索,这将使你极大地浪费时间,会事倍功半. 虽然做实验
时，老师会讲解一下实验步骤，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一些基础
知识，那时是很难作得下去的，惟有胡乱按老师指使做，其
实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做实验 时,一定要亲力亲为,务必要
将每个步骤,每个细节弄清楚,弄明白,实验后,还要复习,思考,
这样,印象才深刻,记得才牢固,否则,过后不久就会忘得一干
二 净,这还不如不做.做实验时,老师会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
将一些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教给学生,拓宽学生的眼界,使学生
认识到这门课程在生活中的应用是那么的 广泛.

学生做实验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看法，这样就要
有充分的准备，若是做了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实验，那么做了
也是白做。实验总是与课本知识相 关的 在实验过程中，我
们应该尽量减少操作的盲目性提高实验效率的保证，有的人
一开始就赶着做，结果却越做越忙，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在
做实验时，开始没有认真吃 透实验步骤，忙着连接实验仪器、
添加药品，结果实验失败，最后只好找其他同学帮忙。 特别
是在做实验报告时，因为实验现象出现很多问题，如果不解
决的话，将会很难的继续下去，对于思考题，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互相讨论，请教老师。



我们做实验不要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应该有改良创新的精
神。实际上，在弄懂了实验原理的基础上，我们的时间是充
分的，做实验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如果说创新对于我们来说
是件难事，那改良总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做金属铜与浓
硫酸反应的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自制装置将实验改进。

在实验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这种能力的前题是学生对每次实验的态度。如果学生在
实验这方面很随便，等老师教怎么做，拿同学的报告去抄，
尽管学生的成绩会很高，但对将来工作是不利的。

实验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在实践中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了良好的探究能力和科学道德，例如团
队精神、交流能力、独立思考、实验前沿信息的捕获能力等;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增强创
新意识。

上面的化学实验心得体会，非常适合大家进行化学实验报告
的写作，对大家进行化学实验心得写作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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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

1、了解化学反应中往往有热量变化；

2、知道化学反应中往往会吸收热量或放出热量。

【实验仪器和试剂】

试管、剪刀、砂纸、塑料薄膜袋、2mol/l盐酸、氯化铵晶体、
氢氧化钙固体、镁条。

【实验过程】实验1



步骤：向一支试管中放入用砂纸打磨光亮的镁条，再加
入5ml2mol/l盐酸，用手触摸试管外壁。

现象：

有关反应化学方程式：

结论：

实验2

步骤：向完好的塑料薄膜袋[高二化学实验报告（共2篇）]中
加入约7g氢氧化钙固体，再加入氯化铵晶体，排除袋内的空
气，扎紧袋口，再将固体混合均匀，使之充分反应。

现象：

有关化学方程式：

结论：

【问题讨论】

实验1.2中反应物能量总和与生成物能量总和的相对大小有什
么关系？

四：高中化学必修2实验报告

班级：

姓名：

座号

【实验名称】探究铜锌原电池



【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探究初步了解原电池的构成条件；2.了解原电池
的工作原理。

【实验仪器和试剂】

锌片、铜片、稀硫酸、导线、灵敏电流计、烧杯。

【实验过程】

【问题讨论】

分析构成原电池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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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水槽、集气瓶（250ml）两个、玻片两片、饮料管（或玻
璃管）、酒精灯、火柴、小木条、水，盛放废弃物的大烧杯。

1．检查仪器、药品。

4. 将另一集气瓶放置在桌面上，用玻璃片盖好。

5. 用燃烧的小木条分别伸入两个集气瓶内。

6. 观察实验现象，做出判断，并向教师报告实验结果。

7. 清洗仪器，整理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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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探究小苏打和白醋混合后的化学反应



3，观察玻璃杯内物质的变化情况，通过接触感受杯子的温度
变化 4，取下硬纸片，小心扇动玻璃杯口处的空气，闻一闻
有什么气味 实验现象：将小苏打加入玻璃杯中后，将白醋倒
入杯中，盖上硬纸片，轻轻的摇晃杯子，这时，神奇的事情
发生了，杯子里传出了一阵阵的“呲呲”声，并且，白醋中
不断的冒出了许多的气泡，用手触摸杯壁，好像杯子的温度
比以前降低了一些。

取下硬纸片，小心的扇动玻璃杯口处的空气，用鼻子闻被手
扇过来的空气的气味，可以闻到一股不是很浓的酸醋味。不
是很好闻。 实验收获：醋酸与碳酸氢钠反应产生二氧化碳、
水、和醋酸钠。产生的二氧化碳在正常人的嗅觉条件下没有
气味。但反应物醋酸具有挥发性，因此会有醋酸的味道，此
外，反应产生的醋酸钠也具有醋酸的气味，同样会产生醋味。

反思：用的玻璃杯不够薄，可能使杯子温度的变化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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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管

实验过程：取四支装有成功溶液的试管，分别标有a、b、c、d

第一步：取a试管，用滴管吸取懒惰溶液，滴入a试管，振荡，
发现a试管内液体变得浑浊，生成了墨绿色的粘稠状沉淀。

第二步：取b试管，用滴管吸取半途而废溶液，滴入b试管，
振荡，观察到b试管中生成了黑色沉淀同时还有臭味生成。

第三步：取c试管，用滴管吸取奋斗溶液，滴入c试管，振荡，
发现c试管中有气体生成，闻到一种叫做胜利的气体。

第四步：取d试管，用滴管吸取牺牲溶液，滴入d试管，振荡，



发现d试管中生成了一种明亮的红色物质。

补充实验：取a、b试管中生成的物质，分别加入奋斗溶液和牺
牲溶液，振荡，发现a、b

试管中的沉淀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蓝色，类似水
晶的颜色，还有香气生成。

实验结论：成功可以和奋斗，和牺牲生成美好的物质；和懒
惰，和半途而废只会生成难看的

物质。

此实验告诉我们，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你是否选对了条件辅助
它，如果你选择了奋斗和牺牲，那么恭喜你，你收获了；如
果你选择了懒惰和半途而废，那么很不幸，你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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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制造电池、蓄电池的原理是电化学反应。电极是不同种
元素、不同种化合物构成，产生电流不需要磁场的参与。

目前有磁性材料作电极的铁镍蓄电池（注1），但铁镍蓄电池
放电时没有外加磁场的参与。

通过数次实验证明，在磁场中是可以发生电化学反应的。本
实验报告是研究电化学反应发生在磁场中，电极是用同种元
素、同种化合物。

《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不同于燃料电池、磁流体发电。

1、所用器材及材料

（１）：长方形塑料容器一个。约长100毫米、宽40毫米、



高50毫米。

（２）：磁体一块，上面有一根棉线，棉线是作为挂在墙上
的钉子上用。还有铁氧体磁体30*23毫米二块、稀土磁体12*5
毫米二块、稀土磁体18*5毫米一块。

（３）：塑料瓶一个，内装硫酸亚铁，分析纯。

（４）：铁片两片。（对铁片要进行除锈处理，用砂纸除锈、
或用刀片除锈、或用酸清洗。）用的罐头铁皮，长110毫米、
宽20毫米。表面用砂纸处理。

2、电流表，0至200微安。

用微安表，由于要让指针能向左右移动，用表头上的调0螺丝
将指针向右的方向调节一定位置。即通电前指针在50微安的
位置作为0，或者不调节。

3、"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装置是直流电源，本实验由于要使
用电流表，一般的电流表指针的偏转方向是按照电流流动方
向来设计的，（也有随电流流动方向改变，电流表指针可以
左右偏转的电流表。本实验报告示意图就是画的随电流流动
方向改变，电流表指针可以向左或向右偏转的电流表）。因
此本演示所讲的是电流流动方向，电流由"磁场中的电化学反
应"装置的正极流向"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装置的负极，通过
电流表指针的偏转方向，可以判断出"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
装置的正极、负极。

4、手拿磁体，靠近塑料瓶，明显感到有吸引力，这是由于塑
料瓶中装了硫酸亚铁，说明硫酸亚铁是铁磁性物质。

5、将塑料瓶中的硫酸亚铁倒一些在纸上，压碎硫酸亚铁晶体，
用磁体靠近硫酸亚铁，这时有一部分硫酸亚铁被吸引在磁体
上，进一步说明硫酸亚铁是铁磁性物质。



6、将磁体用棉线挂在墙上一个钉子上让磁体悬空垂直不动，
用装有硫酸亚铁的塑料瓶靠近磁体，当还未接触到悬空磁体
时，可以看到悬空磁体已开始运动，此事更进一步说明硫酸
亚铁是铁磁性物质。（注：用另一个塑料瓶装入硫酸亚铁饱
和溶液产生的现象同样）

7、通过步骤4、5、6我们得到这样的共识，硫酸亚铁是铁磁
性物质。

8、将塑料瓶中的硫酸亚铁适量倒在烧杯中，加入蒸溜水溶解
硫酸亚铁。可以用饱和的硫酸亚铁溶液，然后倒入一个长方
形的塑料容器中。实验是用的饱和硫酸亚铁溶液。装入长方
形容器中的液面高度为40毫米。

9、将铁片分别放在塑料容器中的硫酸亚铁溶液两端中，但要
留大部分在溶液之上，以便用电流表测量电流。由于两个电
极是用的同种金属铁，没有电流的产生。

10、然后，在塑料容器的外面，将铁氧体磁体放在某一片铁
片的附近，让此铁片处在磁埸中。用电流表测量两片铁片之
间的电流，可以看到有电流的产生。（如果用单方向移动的
电流表，注意电流表的正极应接在放磁体的那一端），测量
出电流强度为70微安。为什么同种金属作电极在酸、碱、盐
溶液中有电流的产生？电位差是怎样形成的？我是这样看这
个问题的：由于某一片铁片处在磁埸中，此铁片也就成为磁
体，因此，在此铁片的表面吸引了大量的带正电荷的铁离子，
而在另一片铁片的表面的带正电荷的铁离子的数量少于处在
磁埸中的铁片的带正电荷的铁离子数量，这两片铁片之间有
电位差的存在，当用导线接通时，电流由铁离子多的这一端
流向铁离子少的那一端，（电子由铁离子少的那一端铁片即
电源的负极流向铁离子多的那一端铁片即电源的正极）这样
就有电流产生。可以用化学上氧化－还原反应定律来看这个
问题。处在磁埸这一端的铁片的表面由于有大量带正电荷的
铁离子聚集在表面，而没有处在磁埸的那一端的铁片的表面



的带正电荷的铁离子数量没有处在磁埸中的一端多，当接通
电路后，处在磁埸这一端的铁片表面上的铁离子得到电子
（还原）变为铁原子沉淀在铁片表面，而没有处在磁埸那一
端的铁片失去电子（氧化）变为铁离子进入硫酸亚铁溶液中。
因为在外接的电流表显示，有电流的流动，可以证明有电子
的转移，而电子流动方向是由电源的负极流向电源的正极，
负极铁片上铁原子失去电子后，就变成了铁离子，进入了硫
酸亚铁溶液中。下图所示。

11、确定"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的正、负极，确认正极是处
在磁体的位置这一端。这是通过电流表指针移动方向来确定
的。

12、改变电流表指针移动方向的实验，移动铁氧体磁体实验，
将第10步骤中的磁体从某一片上移开（某一片铁片可以退磁
处理，如放在交变磁埸中退磁，产生的电流要大一些）然后
放到另一片铁片附近，同样有电流的产生，注意这时正极的
位置发生了变化，电流表的指针移动方向产生了变化。

如果用稀土磁体，由于产生的电流强度较大，电流表就没有
必要调整0为50毫安处。而用改变接线的方式来让电流表移动。

改变磁体位置：如果用磁体直接吸引铁片电极没有浸在液体
中的部份的方式来改变磁体位置，铁片电极不退磁处理也行。

下图所示磁体位置改变，电流表指针偏转方向改变。证明电
流流动方向改变，《磁场中电化学反应》成立。电流流动方
向说明了磁体在电极的正极位置。

此演示实验产生的电流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此演示的重点
不在于产生电流的强度的大小，而重点是演示出产生电流流
动的方向随磁体的位置变动而发生方向性的改变，这就是说
此电源的正极是随磁体在电源的那一极而正极就在磁体的那
一极。因此，可以证明，"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是成立的，



此电化学反应是随磁体位置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可逆的电化学
反应。请特别注意"可逆"二字，这是本物理现象的重点所在。

通过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证实：物理学上原电池的定律在恒
定磁场中是不适用的（原电池两极是用不同种金属，而本实
验两极是用相同的金属）。

通过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证实：物理学上的洛仑兹力（洛伦
兹力）定律应修正，洛仑兹力对磁性运动电荷是吸引力，而
不是偏转力。并且洛仑兹力要做功。

通过实验证实，产生电流与磁场有关，电流流流动的方向与
磁体的位置有关。电极的两极是用的同种金属，当负极消耗
后又补充到正极，由于两极是同种金属，所以总体来说，电
极没有发生消耗。这是与以往的电池的区别所在。而且，正
极与负极可以随磁体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这也是与以往的电
池区别所在。

《磁场中电化学反应》电源的正极与负极可以循环使用。

产生的电能大小所用的计算公式应是法拉弟电解定律，法拉
第电解第一定律指出，在电解过程中，电极上析出产物的质
量，和电解中通入电流的量成正比，法拉第电解第二定律指
出：各电极上析出产物的量，与各该物质的当量成正比。法
拉第常数是１克当量的任何物质产生（或所需）的电量为
９６４９３库仑。而移动磁体或移动电极所消耗的功应等于
移动磁体或移动电极所用的力乘以移动磁体或移动电极的距
离。

1、在多大的铁片面积下，产生多大的电流？具体数字还要进
一步实验，从目前实验来看，铁片面积及磁场强度大的条件
下，产生的电流强度大。如铁片浸入硫酸亚铁溶液20毫米时
要比浸入10毫米时的电流强度大。



2、产生电流与磁场有关，还要作进一步的定量实验及进一步
的理论分析。如用稀土磁体比铁氧体磁体的电流强度大，在
实验中，最大电流强度为200微安。可以超过200微安，由于
电流表有限，没有让实验电流超过200微安。

3、产生的电流值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a-t(电流-时间)，还要
通过进一步实验画出。

4、电解液的浓度及用什么样电解液较好？还需进一步实验。

由于《磁场中的电化学反应》在书本及因特网上查不到现成
的资料，可以说是一门新学科，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
验证。此文起抛砖引玉之用。我希望与有识之士共同进行进
一步的实验。

我的观点是，一项新实验，需要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
同的地点重复实验成功才行。

注1、《蓄电池的使用和维护》一书中讲到碱性铁镍蓄电池的
内容。

作者：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刘武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