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与使用 

一、有机化学实验常用仪器、设备和应用范围 

现将有机化学实验中所用的玻璃仪器、金属用具、电学仪器及一些其它设备分别介 

绍如下： 

1、玻璃仪器 

有机实验玻璃仪器(见图 2.1、图 2.2)，按其口塞是否标准及磨口，而分标准磨口仪 

器及普通仪器两类。标准磨口仪器由于可以相互连接，使用是既省时方便又严密安全， 

它将逐渐代替同类普通仪器。使用玻璃仪器皆应轻拿轻放。容易滑动的仪器(如圆底烧 

瓶)，不要重叠放置，以免打破。



图 2.1普通玻璃仪器 

除试管、烧杯等少数玻璃仪器外，一般都不能直接用火加热。锥形瓶不耐压，不能 

作减压用。厚壁玻璃器皿(如抽滤瓶)不耐热，故不能加热。广口容器(如烧杯)不能贮放 

易挥发的有机溶剂。带活塞的玻璃器皿用过洗净后，在活塞与磨口间应垫上纸片，以防 

粘住。如已粘住可在磨口四周涂上润滑剂或有机溶剂后用电吹风吹热风，或用水煮后再 

用木块轻敲塞子，使之松开。 

此外，不能用温度计作搅拌棒用，也不能用来测量超过刻度范围的温度。温度计用



后要缓慢冷却不可立即用冷水冲洗以免炸裂。 

有机化学实验，最好采用标准磨口的玻璃仪器。这种仪器可以和相同编号的磨口相 

互连接，即可免去配塞子及钻孔等手续，也能免去反应物或产物被软木塞或橡皮塞所玷 

污。标准磨口玻璃仪器口径的大小，通常用数字编号来表示，该数字是指塞(或橡皮塞) 

所玷污。标准磨口玻璃仪器口径的大小，通常用数字编号来表示，该数字是指磨口最大 

端直径的毫米整数。常用的有  10，14，19，24，29，34，40，50 等。有时也用两组数 

字来表示，另一组数字表示磨口的长度。例如 14/30，表示此磨口直径最大处为 14mm， 

磨口长度为 30mm。相同编号的磨口、磨塞可以紧密连接。有时两个玻璃仪器，因磨口 

编号不同无法直接连接时，则可借助不同编号的磨口接头(或称大小头)[见图 2.2(9)]使之 

连接。 

图 2.2  标准口玻璃仪器



注：通常以整数表示磨口系列的编号，它与实际磨口锥体大端直径略有差别，下面 

列出了磨口的编号与大端直径的对照 

编 号  10  14  19  24  29  34  40 

大端直径／mm  10.0  14.5  18.8  24.0  29.2  34.5  40.0 

使用标口玻璃仪器时注意： 

(1)磨口处必须洁净，若粘有固体杂物，会使磨口对接不严密导致漏气。若有硬质杂 

物，更会损坏磨口。 

(2)用后应拆卸洗净。否则若长期放置，磨口的连接处常会粘牢，难以拆开。 

(3)一般用途的磨口无需涂润滑剂，以免沾污反应物或产物。若反应中有强碱，则应 

涂润滑剂，以免磨口连接处因碱腐蚀粘牢而无法拆开。减压蒸馏时，磨口应涂真空脂， 

以免漏气。 

(4)安装标准磨口玻璃仪器装置时，应注意安得正确、整齐、稳妥，使磨口连接处不 

受歪斜的应力，否则易将仪器折断，特别在加热时，仪器受热，应力更大。 

2、金属用具 

有机实验中常用的金属用具有：铁架，铁夹，铁圈，三脚架，水浴锅，镊子，剪刀， 

三角锉刀，圆锉刀，压塞机，打孔器，水蒸气发生器，煤气灯，不锈钢刮刀，升降台等。 

3、电学仪器及小型机电设备 

(1)电吹风 

实验室中使用的电吹风应可吹冷风和热风，供干燥玻璃仪器之用。宜放干燥处，防 

潮、防腐蚀。定期加润滑油 

(2)电加热套（或叫电热帽） 

它是玻璃纤维包裹着电热丝织成帽状的加热器(见图  2.3)，加热和蒸馏易染有机物



时，由于它不是明火，因此具有不易引起着火的优点，热效率也高。加热温度用调压变 

压器 

控制，最高温度可达 400℃左右，是有机试验中一种简便、安全的加热装置。电热 

套的容积一般与烧瓶的容积相匹配，从 50mL起，各种规格均有。电热套主要用做回流 

加热的热源。用它进行蒸馏或减压蒸馏时，随着蒸馏的进行，瓶内物质逐渐减少，这时 

使用电热套加热，就会使瓶壁过热，造成蒸馏物被烤焦的现象。 若选用大一号的电热套， 

在蒸馏过程中，不断降低垫电热套的升降台的高度，就会减少烤焦现象。 

(3) 旋转蒸发仪 

旋转蒸发仪是与马达带动可旋转的蒸发器(圆底烧瓶)冷凝器和接受器组成(见图 

2.4)，可在常压或减压下操作，可一次进料，也可分批吸人蒸发料液。由于蒸发器的不 

断旋转，可免加沸石而不会暴沸。蒸发器旋转时，会使料液的蒸发面大大增加，加快了 

蒸发速度。因此，它是浓缩溶液、回收溶剂的理想装置。 

(4)调压变压器 

调压变压器是调节电源电压的一种装置，常用来调节加热电炉的温度，调整电动搅 

图 2.3  电热套 图 2.4 旋转蒸发仪



拌器的转速等。使用时应注意： 

①电源应接到注明为输入端的接线柱上， 输出端的接线柱与搅拌器或电炉等的导线 

连接，切勿接错。同时变压器应有良好的接地。 

②调节旋钮时应当均匀缓慢，防止因剧烈磨擦而引起火花及炭刷接触点受损。如炭 

刷磨损较大时应予更换。 

③不允许长期过载，以防止烧毁或缩短使用期限。 

④炭刷及绕线组接触表面应保持清洁，经常用软布抹去灰尘。 

⑤使用完毕后应将旋钮调回零位，并切断电源，放在干燥通风处，不得靠近有腐蚀 

性的物体。 

(5)电动搅拌器 

电动搅拌器(或小马达连调压变压器)在有机实验中作搅拌用。一般适用于油水等溶 

液或固—液反应中。不适用于过粘的胶状溶液。若超负荷使用，很易发热而烧毁。使用 

时必须接上地线.平时应注意经常保持清洁干燥， 防潮防腐蚀。 轴承应经常加油保持润滑。 

(6)磁力搅拌器 

由一根以玻璃或塑料密封的软铁(叫磁棒)和一个可旋转的磁铁组成。将磁棒投入盛 

有欲搅拌的反应物容器中，将容器置于内有旋转磁场的搅拌器托盘上，接通电源，由于 

内部磁铁旋转，使磁场发生变化，容器内磁棒亦随之旋转，达到搅拌的目的。一般的磁 

力搅拌器(如 79—1型磁力搅拌器)都有控制磁铁转速的旋钮及可控制温度的加热装置。 

(7)烘箱 

烘箱用以干燥玻璃仪器或烘干无腐蚀性、加热时不分解的物品。挥发性易燃物或刚 

用酒精、丙酮淋洗过的玻璃仪器切勿放人烘箱内，以免发生爆炸。 

烘箱使用说明：接上电源后，即可开启加热开关，再将控温旋钮由“0”位顺时针旋



至一定程度(视烘箱型号而定)，此时烘箱内即开始升温，红色指示灯发亮。若有鼓风机， 

可开启鼓风机开关，使鼓风机工作。当温度计升至工作温度时(由烘箱顶上温度计读数 

观察得知)即将控温器旋钮按逆时针方向缓慢旋回，旋至指示灯刚熄灭。在指示灯明灭 

交替处即为恒温定点。一般干燥玻璃仪器时应先沥干，无水滴下时才放人烘箱，升温加 

热，将温度控制在 100－120℃左右。实验室中的烘箱是公用仪器，往烘箱里放玻璃仪器 

时应自上而下依次放入，以免残留的水滴流下使下层已烘热的玻璃仪器炸裂。取出烘干 

后的仪器时，应用干布衬手，防止烫伤。取出后不能碰水，以防炸裂。取出后的热玻璃 

器皿，若任其自行冷却，则器壁常会凝上水气。可用电吹风吹入冷风助其冷却，以减少 

壁上凝聚的水气。 

4、其它仪器设备 

(1)台秤 

在有机合成实验室中，常用于称量物体质量的仪器是台秤。台秤的最大称量为 

1000g，或 500g，能称准到 1g。若用药物台秤(又称小台秤)，最大称量为 l00g，能称准 

到 0.1g。这些台秤最大称量虽然不同，但原理是相同的，它们都有一根中间有支点的杠 

杆，杠杆两边各装有一个秤盘(见图 2.5)。左边秤盘放置被称量物体，右边秤盘放砝码， 

杠杆支点处连有一指针，指针后有标尺。指针倾斜表示两盘质量不等。与杠杆平行有一 

根游码尺，尺上有一个活动的游码。在称量前，先观察两臂是否平衡，指针是否在标尺 

中央。如果不在中央，可以调节两端的平衡螺丝，使指针指向标尺中央，两臂即平衡。



称量时，将物体放在左盘上，在右盘上加砝码，用镊子(不要直接用手)先加大砝码， 

然后加较小的，加减到  l0g(小台秤为  5g)以下的质量时，可以移动游码，直至指针在标 

尺中央，表示两边质量相等。右盘上砝码的克数加上游码在游码尺上所指的克数便是物 

体的质量。台秤用完后，应将砝码放回盒中，将游码复原至刻度 0。台秤应经常保持清 

洁，所称物体不能直接放在盘上，而应放在清洁、干燥的表面皿、硫酸纸或烧杯中进行 

称量。 

(2)扭力天平 

在进行半微量制备时，因普通台秤的灵敏度不够，可使用扭力天平。扭力天平可准 

确到 0.0lg。使用前先调节底脚螺丝使左右平衡。在称量 lg 以下物料时，可通过旋转加 

质量的旋钮来调节。 

(3)钢瓶 

又称高压气瓶，是一种在加压下贮存或运送气体的容器，通常有铸钢的、低合金钢 

的等。

氢气、氧气、氮气、空气等在钢瓶中呈压缩气状态，二氧化碳、氨、氯、石油气等 

在钢瓶中呈液化状态。乙炔钢瓶内装有多孔性物质(如木屑、活性炭等)和丙酮，乙炔气



体在压力下溶于其中。为了防止各种钢瓶混用，全国统一规定了瓶身、横条以及标字的 

颜色，以资区别。现将常用的几种钢瓶的标色摘录于表 1.1中。 

表 1.1  常用几种钢瓶的标色 

气体类别 瓶身颜色 横条颜色 标字颜色 

氮 

空气 

二氧化碳 

氧

氢

氯

氨 

其它一切可燃气体 

其它一切不可燃气 

体 

黑

黑

黑 

天蓝 

深绿 

草绿 

黄

红

黑 

棕

红

白 

黄

白

黄

黑

红

白

黑 

使用钢瓶时应注意： 

①钢瓶应放置在阴凉、干燥、远离热源的地方，避免日光直晒。氢气钢瓶应放在与 

实验室隔开的气瓶房内。实验室中应尽量少放钢瓶。 

②搬运钢瓶时要旋上瓶帽，套上橡皮圈，轻拿轻放，防止摔碰或剧烈振动。 

③使用钢瓶时，如直立放置应有支架或用铁丝绑住，以免摔倒；如水平放置应垫稳， 

防止滚动，还应防止油和其它有机物玷污钢瓶。 

④钢瓶使用时要用减压表，一般可燃性气体(氢、乙炔等)钢瓶气门螺纹是反向的， 

不燃或助燃性气体(氮、氧等)钢瓶气门螺纹是正向的。各种减压表不得混用。开启气门



时应站在减压表的另一侧，以防减压表脱出而被击伤。 

⑤钢瓶中的气体不可用完，应留有  0.5%表压以上的气体，以防止重新灌气时发生 

危险。

⑥用可燃性气体时一定要有防止回火的装置(有的减压表带有此种装置)。在导管中 

塞细铜丝网，管路中加液封可以起保护作用。 

⑦钢瓶应定期试压检验(一般钢瓶三年检验一次)。逾期未经检验或锈蚀严重时，不 

得使用，漏气的钢瓶不得使用。 

(4)减压表 

减压表由指示钢瓶压力的总压力表、控制压力的减压阀和减压后的分压力表三部分 

组成。使用时应注意，把减压表与钢瓶连接好(勿猛拧!)后，将减压表的调压阀旋到最松 

位置(即关闭状态)。然后打开钢瓶总气阀门，总压力表即显示瓶内气体总压。检查各接 

头(用肥皂水)不漏气后，方可缓慢旋紧调压阀门，使气体缓缓送人系统。使用完毕时， 

应首先关紧钢瓶总阀门，排空系统的气体，待总压力表与分压力表均指到 0时，再旋松 

调压阀门。如钢瓶与减压表连接部分漏气，应加垫圈使之密封， 切不能用麻丝等物堵漏， 

特别是氧气钢瓶及减压表绝对不能涂油，这更应特别注意。 

二、有机实验常用装置 

为了便于查阅和比较有机化学实验中常见的基本操作，在此集中讨论回流、蒸馏、 

气体吸收及搅拌等操作的仪器装置。 

1、回流装置 

很多有机化学反应需要在反应体系的溶剂或液体反应物的沸点附近进行，这时就要 

用回流装置(见图 2.6)。图 2.6(1)是普通加热回流装置；图 2.6(2)是防潮加热回流装置； 

图 2.6(3)是带有吸收反应中生成气体的回流装置，适用于回流时有水溶性气体(如：HCl、



HBr、SO2 等)产生的实验；图  2.6(4)为回流时可以同时滴加液体的装置。回流加热前应 

先放人沸石，根据瓶内液体的沸腾温度，可选用水浴、油浴或石棉网直接加热等方式。 

在条件允许下，一般不采用隔石棉网直接用明火加热的方式。回流的速率应控制在液体 

蒸气浸润不超过两个球为宜。 

2、蒸馏装置 

蒸馏是分离两种以上沸点相差较大的液体和除去有机溶剂的常用方法。几种常用的 

蒸馏装置(见图 2.7)，可用于不同要求的场合。图 2.7(1)是最常用的蒸馏装置，由于这种 

装置出口处与大气相通，可能逸出馏液蒸气，若蒸馏易挥发的低沸点液体时，需将接液 

管的支管连上橡皮管，通向水槽或室外。支管口接上干燥管，可用作防潮的蒸馏。



图 2.7  蒸馏装置 

图  2.7(2)是应用空气冷凝管的蒸馏装置，常用于蒸馏沸点在  140℃以上的液体。若 

使用直形水冷凝管，由于液体蒸气温度较高而会使冷凝管炸裂。图 2.7(3)为蒸除较大量 

溶剂的装置，由于液体可自滴液漏斗中不断地加入，既可调节滴人和蒸出的速度，又可 

避免使用较大的蒸馏瓶。



3、气体吸收装置 

气体吸收装置(见图  2.8)，用于吸收反应过程中生成的有刺激性和水溶性的气体 

如：HCl、SO2 等)。其中图  1.8(1)和  18.(2)可作少量气体的吸收装置。2.8(1)中的玻璃漏 

斗应略微倾斜使漏斗口一半在水中，一半在水面上。这样，既能防止气体逸出，亦可防 

止水 

被倒吸至反应瓶中。若反应过程中有大量气体生成或气体逸出很快时，可使用图 

2.8(3)的装置，水自上端流入(可利用冷凝管流出的水)抽滤瓶中，在恒定的平面上溢出。 

粗的玻管恰好伸入水面，被水封住，以防止气体逸人大气中。图中的粗玻管也可用 Y形 

管代替。 

4、搅拌装置 

(1) 搅拌装置 

当反应在均相溶液中进行时一般可以不要搅拌，因为加热时溶液存在一定程度的对 

流，从而保持液体各部分均匀地受热。如果是非均相间反应，或反应物之一系逐渐滴加 

时，为了尽可能使其迅速均匀地混合，以避免因局部过浓过热而导致其它副反应发生或 

有机物的分解；有时反应产物是固体，如不搅拌将影响反应顺利进行；在这些情况下均



需进行搅拌操作。在许多合成实验中若使用搅拌装置不但可以较好地控制反应温度，同 

时也能缩短反应时间和提高产率。常用的搅拌装置见图 2.9 。图 2.9(1)是可同时进行搅 

拌、回流和自滴液漏斗加入液体的实验装置；图 2.9(2)的装置还可同时测量反应的温度； 

图 2.9(3)是带干燥管的搅拌装置；图 2.9(4)是磁力搅拌。 

（2）密封装置 

搅拌机的轴头和搅拌棒之间可通过两节真空橡皮管和一段玻璃棒连接，这样搅拌 

器导管不致磨损或折断(见图 2.11)。



(3)搅拌棒 

搅拌所用的搅拌棒通常由玻璃棒制成，式样很多，常用的见图  2.12。其中(1)、(2) 

两种可以容易地用玻棒弯制。(3)、(4)较难制。其优点是可以伸人狭颈的瓶中，且搅拌 

效果较好。(5)为筒形搅拌棒，适用于两相不混溶的体系，其优点是搅拌平稳，搅拌效果 

好。 

5、仪器装置方法 

有机化学实验常用的玻璃仪器装置，一般皆用铁夹将仪器依次固定于铁架上。铁夹 

的双钳应贴有橡皮、绒布等软性物质，或缠上石棉绳、布条等。若铁钳直接夹住玻璃仪 

器，则容易将仪器夹坏。 

用铁夹夹玻璃器皿时，先用左手手指将双钳夹紧，再拧紧铁夹螺丝，待夹钳手指感



到螺丝触到双钳时，即可停止旋动，做到夹物不松不紧。 

以回流装置[图  1.6(2)]为例，装置仪器时先根据热源高低(一般以三脚架高低为准) 

用铁夹夹住圆底烧瓶瓶颈，垂直固定于铁架上。铁架应正对实验台外面，不要歪斜。若 

铁架歪斜，重心不一致，装置不稳。然后将球形冷凝管下端正对烧瓶口用铁夹垂直固定 

于烧瓶上方，再放松铁夹，将冷凝管放下，使磨口磨塞塞紧后，再将铁夹稍旋紧，固定 

好冷凝管，使铁夹位于冷凝管中部偏上一些。用合适的橡皮管连接冷凝水，进水口在下 

方，出水口在上方。最后按 1.6(2)在冷凝管顶端装置干燥管。 

安装仪器遵循的总则： 

（1）先下后上，从左到右； 

（2）正确、整齐、稳妥、端正；其轴线应与实验台边沿平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