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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化学
”

是伴随
“

绿色食品
” 、 “

绿色消费
”

而

出现的新理念
。

化学在保证 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

保护 自然环境以及增强化学工业的竞争力方面均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化学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化学知

识的广泛应用
,

创造 了无数的新产 品进人每一个普

通家庭的生活
,

使我们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 面都受

益匪浅
,

更不用说化学药物对人们防病祛疾
、

延年益

寿
、

高质量地享受生活等方面起到的作用
。

但是另

一方面
,

随着化学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
,

给人

类原本和谐 的生态环境带来 了黑臭的污水
、

讨厌 的

烟尘
、

难以处置的废弃物和各种各样 的毒物⋯⋯ 威

胁着人们的健康
,

伤害着我们的地球
。

因此
,

作为有

机化学工作者
, “

绿色化学
”

对我们 的挑战就更为严

峻
,

如何解决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绿色化的问题 中所

遇到的困难也就更艰巨
。 “

绿色化学
”

又称环境无害

化学
、

环境友好化学
、

清洁化学
。

绿色化学〔‘〕即是用

化学的技术和方法来减少或消灭那些对人类身体健

康
、

社区安全
、

生态环境有害的原料
、

催化剂
、

溶剂和

试剂
、

产物
、

副产物等的使用和产生
。

绿色化学的核

心是在化学实验和化工产品生产 中应尽可能少地排

放废弃物
,

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做到
“

零排放
” ,

从根

本上解决污染物排放问题
。

有机化学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
,

我国数万所大中学校的各类实验室产

生的废弃物
,

由于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
,

每

天都在污染着环境
。

所以学校实验室废弃物对环境

的污染已经到了不容忽视 的程度
,

在有机化学化学

实验中实行绿色化学教育也 已迫在眉睫
,

为 了加强

对学生进行绿色化学教育
,

使学生的头脑 当中树立

较好的环保意识
,

对有机化学教育工作者提 出了更

高的要求
,

现将我们在实际实验教学过程 中的具体

做法报道如下
�

的需要
,

用尽可能少的药品
,

在微型化的仪器装置中

进行 的化学实验
。

半微量实验方法采用常规的小量

实验仪器和设备
,

对普通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
、

基本

原理
、

化合物的制备
、

综合实验采用小量化
,

元素及

其化合物的性质实验采用半微量化
。

有机化学实验

中很重要的一类实验即性质实验
,

常用于验证各类

常见有机物的主要性质和鉴定方法
,

丰富学生的感

性认识
,

巩固和加深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

论的理解
,

增强对有机化学学习 的兴趣
。

我们在保

证实验现象明显的前提下
,

尽可能的使常量实验微

量化
,

这既可 以节省实验药 品 �尤其是有毒药品 �和

经费开支
,

又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

强化学生 的动

手和观察能力
。

例如
�

醛
、

酮性质实验中与 �
,

�一二

硝基苯脐试剂的反应
,

由于该试剂的毒性很大
,

就改

为在点滴板上进行
。

于孔穴 中滴人两滴试剂
,

再依

次滴人醛
、

酮试样各 � 滴
,

现象与常量实验现象基本

一致
,

达到性质实验预期 的 目的
。

类似的实验如酚

的嗅代
、

烯烃的性质实践均采用了此法
。

不仅大大

减少了废弃物的处理量
,

而且减少了环境的污染
,

使

学生在化学实验当中树立环保意识
。

� 改常量实验为微量
、

半微量实验

微量化学实验川是近 �� 年来发展很快的一种

化学实验的新方法
、

新技术
,

被誉为
“

化学实验的革

命
” 。

微量化学实验是着眼于环境安全和污染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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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处理化 学实验 的废弃物
,

减少污 染物 的排

放

在有机化学实验中
,

客观存在着许多对环境和

人体有毒害的废弃物
,

而往往这些物质由于数量少
,

没有引起学员
、

教员足够的重视
,

不加 以处理
,

而随

意地倒入水槽中冲走
。

这对于学生 的环保意识
、

环

保习惯的培养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

因此
,

在实验 中

要求学生对废弃物进行 回收和无 害化处理
,

不仅可

以培养学生 良好的实验习惯
,

增强环保意识
,

而且可

以使学生学到实际应用 的技术
。

对有机化学实验中

的废酸
、

废碱
,

我们采用先将其倒人容器 中
,

能 回收

的回收
,

不能回收的可经中和处理
,

在倾倒之前
,

要

将其中和到规定 的 � � �国家规定 的工业废水排放

酸度为 � � �一 � �
,

这个工作可以作为值 日生工作的

一部分川 � 对于失效的铬酸洗液应严格控制直接的

排放
,

先用亚硫酸氢钠或硫酸 亚铁还原为 �
� � �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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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稀氢氧化钠溶液沉淀 � �
� � ,

过滤 回收 �有机物 中

有毒的药品很多
,

实验后绝不能轻易将废弃物直接

排人下水道中
,

而深埋也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

因为深埋会污染地下水
,

同样危及人类
。

我们针对

每类有机物的特殊性给予相应 的处理
。

如酚类
,

苯

胺类物质
,

在验证其性质后
,

将废液集中与漂白粉混

合煮沸后处理
,

这样即可使酚类
、

苯胺类物质 的毒性

减少至几乎无毒
,

大大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 又如学生

不小心将温度计打坏
,

水银洒到实验台上
,

应该先用

滴管聚集大部分水银并 回收到密闭的容器中
,

再在

其他散落的水银上放上升华硫
,

使其成为无挥发性

的硫化汞
。

通 过这些废弃物 的基本处理方法 的实

践
,

使学生获得深刻的环保规范意识
,

对于他们今后

的学习
、

科研工作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最大限度的利用原料
,

减少药品的损耗
,

以保证实验

的顺利进行
,

这也无形 当中增强了绿色化学的意识
。

又比如在合成实验《苯 甲酸和苯甲醇的制备》中
,

学

生合成的产品苯甲酸粗品
,

可 以为基本操作实验《重

结晶》之用
,

学生精制以后的苯 甲酸纯品又可为基本

操作实验《熔点的测定 》之用
,

并且大大节省了试剂

和原料
,

通过熔点测定 又可以检查学生做的产 品是

不是合格
,

真可谓一举而多得
。

随着绿 色化 学作 为学科 前 沿 方 向的初 步形

成川
,

在短短的时间内
,

通向绿色化学的各种途径已

隐约可见
。

但是
,

在实验教学中
,

化学教育工作者的

努力还远远不够
,

绿色化学的实施只是局部的
,

要对

传统的
、

常规的实验方法进行全面地从观念上
、

理论

上和合成技术上的创新和发展
,

使化学教育体现绿

色化学这个新 内容
,

任重而道远
。

我们要在观念上

实现从传统化学到绿色化学的转变
,

承担起绿色化

学教育这一义不容辞的责任
,

为碧水蓝天的美好 明

天
,

为我们赖以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做出我们应

有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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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是消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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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实验下来
,

原料 和试剂的消耗是肯定的
,

然而新生成的产物大部分也成了废弃物
,

造成 了环

境的污染
。

如何有效地利用学生 自己的产 品
,

为学

生实验所用
,

是摆在每位实验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问

题之一
。

我们把相关的实验联系起来使单一的实验

组成一个系列
,

以前一个实验的产 品为后一步合成

的原料来完成系列制备
,

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渗透

绿色化学教育的思想
,

而且也能较好地检查学生的

操作技能和实验教学效果
,

增强学生的经济和环保

意识川
。

例如
,

我们将苯 乙酮制备实验 回收的溶剂

苯精制后做为原料
,

由苯出发制备硝基苯一苯胺一

乙酞苯胺
,

每一步实验的主原料都由学生 自己合成
,

若要完成好这个系列实验
,

并且要有理想的收率
,

学

生就必须认真对待实验
,

树立节约意识
,

规范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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