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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内容 

本次化学检验竞赛内容依据国家《化学检验工》高级工（即国家职业

资格三级）职业标准规定的应知、应会要求，竞赛分为理论知识、操作技

能两部分。理论知识竞赛采用题库抽题，闭卷笔试方式进行；操作技能竞

赛为化学检验实验操作，采用现场评判和综合阅卷方式进行。理论和技能

均为百分制，分别占总成绩的 20%和 80%。 

理论知识竞赛部分（时间为 90分钟） 

1.试题内容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实验室安全与环保和样品的制备及处理、化学实

验基本操作、化学检验基础和误差及数据处理、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等。 

2.命题方式 

判断题（20%）、单选题（70%）、实操笔试题（10%）。 

理论比赛将根据国家职业标准相应等级的理论要求，国家题库抽取与

专家命题相结合。 

3.基础知识要求 

（1）标准的定义，标准的分类与分级，标准的代号与编号。 

（2）标准物质的定义，标准物质的分类。 

（3）化学试剂的级别、标志、标签颜色及选用，化学试剂的取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等。 

（4）化学实验室用水的级别及选用 

（5）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 

一般玻璃仪器的名称、规格、主要用途、洗涤方法、选择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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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注意事项。 

滴定管、容量瓶及吸管的常用规格、主要用途、洗涤方法、选择和使

用方法、校准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项。 

台称、电子天平的基本构造、称量原理、性能指标、选择和使用方法、

使用注意事项和日常维护常识。 

实验室常用电气设备（如电炉、电热恒温水浴锅、马福炉、恒温干燥

箱等）的选择和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和日常维护常识。 

（6）高压气体钢瓶的使用 

高压气体钢瓶的分类、标识及选用；高压气体钢瓶的存放及安全使用

守则。 

（7）化学实验操作基本知识 

4.专业知识要求 

（1）误差和数理处理 

误差的分类、产生的原因及减免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的定义，误差

和偏差的计算方法；数值修约规则及有效数字运算规则；实验原始记录、

结果的表示方法及报告的规范书写。 

（2）标准溶液 

标准滴定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及计算，溶液浓度间的换算。 

配制标准滴定溶液的一般规定（见 GB/T 601-2002），标准滴定溶液的

配制和标定方法。 

试剂溶液标签的书写，溶液的贮存方法及注意事项。 

（3）化学分析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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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滴定分析基本知识 

滴定反应的条件，滴定分析法相关术语，滴定方式及其应用，滴定分

析结果的计算。 

② 酸碱滴定法 

酸碱平衡的相关计算；缓冲溶液的选用、配制及计算方法；酸碱指示

剂的选用；酸碱滴定法基本原理，酸碱滴定可行性的判断；酸碱标准滴定

溶液的制备及计算；酸碱滴定结果的计算；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③ 沉淀滴定法 

沉淀滴定反应的条件；常用沉淀滴定方法的基本原理、终点指示方法、

滴定条件及适用范围；沉淀滴定结果的计算。 

④ 配位滴定法 

EDTA 及其金属配合物的性质；配位滴定基本原理；酸度对配位滴定的

影响；金属指示剂的作用原理和常用金属指示剂适用的条件；单一离子准

确滴定的条件，滴定混合离子滴定酸度范围的选择，提高滴定选择性方法；

配位滴定方式及应用，配位滴定结果的计算。 

⑤ 氧化还原滴定法 

电极电位和能斯特公式的应用；影响氧化还原反应方向因素；影响氧

化还原反应速度的因素；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法及碘量法滴定终点的指

示方法；氧化还原滴定曲线的特点，氧化还原滴定突跃及其影响因素；高

锰酸钾法、重铬酸钾法和碘量法的滴定原理、滴定条件、适用范围及结果

计算；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法和碘量法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方法。 

⑥ 重量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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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重量法和气化法原理；沉淀的类型，沉淀条件，沉淀重量法对称

量形式和沉淀形式的要求，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沉淀剂选择原则；影

响沉淀纯度的因素；沉淀的过滤、洗涤及干燥方法；重量分析结果的计算；

重量分析法的应用。 

（4）仪器分析基本知识 

①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光的特性，物质对光选择吸收的条件；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特点，紫

外吸收光谱的定性分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分类、基本组成部分及作

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调试和日常维护方法；显色剂的种类和

选择原则，显色反应条件和光度测量条件的选择；光吸收定律及其应用，

定量方法。 

②红外吸收光谱法 

红外吸收光谱法的特点，红外吸收光谱产生的条件，分子振动方程及

应用，分子的振动形式；常见官能团的特征吸收频率及影响因素；红外光

谱法的应用等。 

③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特点和应用范围；峰值吸收的条件；原子吸收

光谱仪的分类、结构及工作流程；仪器的使用、调试方法及日常维护；定

量方法；标准溶液和试液的制备方法；测量条件的选择，干扰的消除方法；

灵敏度、检出限和回收率。 

④ 电位分析法 

电位分析基本原理；指示电极和参比电极的构造、电极电位及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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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电位法测定溶液 pH的原理、方法及注意事项；标准缓冲溶液的制

备；酸度计的使用方法；电位滴定装置的组成、电极的选择及终点的确定

方法。 

⑤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基本术语；气相色谱仪的工作流程和分离原理；气相色谱

仪的主要组成部分、各部分的作用及工作条件的选择；气相色谱柱的种类、

固定相的分类和选择方法；气相色谱仪检测器的种类、检测原理、性能指

标和工作条件的选择；气相色谱操作条件的选择；提高气相色谱分离度的

有效途径；气相色谱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气相色谱仪的使用、气相色

谱数据处理机的使用。 

⑥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的特点、分类及选用；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流程、主要

组成部分及其作用，常用检测器；流动相溶剂的处理方法；正、反相键合

固定相色谱的分离原理，固定相的特点、类型及应用范围，常用的流动相，

键合相色谱的应用。 

    

 

 

实验操作竞赛部分（时间为 180 分钟） 

《化学检验》操作技能竞赛——KMnO4标准溶液的标定及过氧化氢含量的测

定。 

1.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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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分析天平(200g，0.1mg)，1 台； 

封闭电炉或实验电炉，1台； 

酸式棕色或聚四氟乙烯旋塞棕色滴定管(50mL)，1支； 

锥形瓶(250mL)，8 只； 

容量瓶(250mL)，3 只； 

移液管(25mL)，1支； 

量筒(25mL)，1支； 

玻璃烧杯(100mL),4 只； 

玻璃棒，1根； 

标准温度计，1根； 

棕色玻璃滴瓶（含胶头滴管，60ml），1只。 

2. 试剂 

草酸钠，基准试剂； 

KMnO4标准溶液，c（1/5KMnO4）= 0.1mol/L； 

H2SO4溶液，1+9； 

H2SO4溶液，1+15； 

过氧化氢样品溶液。 

3. 实验操作 

用减量法准确称取 2.1g（精确至 0.0002g）于 105～110℃烘至恒重的

基准草酸钠（不得用去皮的方法，否则称量为零分）于 100mL 小烧杯中，

用 50mL 硫酸溶液（1+9）溶解，定量转移至 250mL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

刻度，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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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移液管准确量取 25.00mL 上述溶液放入 250mL 锥形瓶中，加 75mL 硫

酸溶液（1+9），用配制好的高锰酸钾滴定，近终点时加热至 65℃，继续滴

定到溶液呈浅粉色保持 30s。平行测定 3次，同时做空白实验。 

用减量法准确称取 1.9g 双氧水试样（不得用去皮的方法，否则称量为

零分），精确至 0.0002g，置于已加有 100 mL H2SO4（1+15）溶液的锥形瓶

中，用 c（1/5KMnO4）= 0.1mol/L KMnO4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呈浅粉色，

保持 30s 不褪为终点。平行测定 3次。 

4. 结果计算 

2 2 4

4

4 0 2 2 4

25.00
( ) 1000

1 250.0( )
15 [ ( ) ] ( )
2

m Na C O
c KMnO

V KMnO V M Na C O

 


 

 

式中 

c（1/5KMnO4）—1/5KMnO4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mol/L； 

V（KMnO4）—滴定时消耗 KMnO4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m（Na2C2O4）—基准物 Na2C2O4的质量，g ； 

M（1/2Na2C2O4）—1/2Na2C2O4摩尔质量，67.00g/mol。 

4 4 0 2 2

1 1
( ) [ ( ) ] ( )
5 2

( )

c KMnO V KMnO V M H O
w

m

  


样品
 

   

 式中  

w（H2O2）—过氧化氢的质量分数，g/Kg； 

c（1/5KMnO4）—1/5KMnO4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mol/L； 

V（KMnO4）—滴定时消耗 KMnO4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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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样品）— H2O2试样的质量，g； 

M（1/2H2O2）—1/2H2O2的摩尔质量，17.01g/mol。 

注意事项： 

①所有原始数据必须请裁判复查确认后才有效，否则考核成绩为零分。 

②所有容量瓶稀释至刻度后必须请裁判复查确认后才可进行摇匀。 

③记录原始数据时，不允许在报告单上计算，待所有的操作完毕后才

允许计算。 

5. 操作技能基本要求 

① 能正确洗涤玻璃仪器，器壁不挂水珠。 

② 能根据滴定剂性质合理选用滴定管，正确进行滴定管的检查、试漏、

涂油等操作（可在竞赛计时之前完成）。 

③ 能正确进行滴定管的装液、赶气泡、读数及滴定操作，合理控制滴

定速度，掌握近终点时 1/2 滴或 1/4 滴溶液加入技术。 

④ 能正确判断滴定终点。 

⑤ 能用电子天平准确称取规定质量的物质（不得使用去皮的方法称

量）。能正确使用干燥器、称量瓶等。 

⑥ 能正确进行基准物质的溶解、定量转移、稀释及摇匀等操作。 

⑦ 能正确填写操作考核报告单、数据记录、结果计算和有效数字的保

留，标定结果的精密度和准确度达到规定要求。 

⑧ 能安全进行各项操作，保持台面整洁，注意环境保护。 

二、竞赛命题及裁判 

（一）竞赛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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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知识竞赛命题 

由大赛组委会负责建立题库，竞赛前从题库抽题组卷，作为正式竞赛

试题。 

2．操作技能竞赛命题 

操作技能竞赛试题见本技术文件中的竞赛内容及要求。 

（二）裁判 

聘请具有中高级职称、高级考评员证书的本专业专家担任裁判员，大

赛裁判工作按照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进行。 

三、竞赛规则和注意事项 

（一）竞赛规则 

1．理论考试赛场 

（1）考生须在开考前 15 分钟凭身份证和参赛证进场，对号入座。入

座后将证件放在桌面右上角位置，以便查对。 

    （2）迟到 30分钟不得入场，开考 30分钟后方可交卷。 

    （3）考生考试时除带必要的文具(如钢笔、圆珠笔、2B铅笔、橡皮等)

外，任何书籍资料、电子通讯设备等不准带人考场。 

    （4）考生答题一律用蓝(黑)色钢笔或圆珠笔书写，字迹要工整、清楚。

不得用铅笔、红色的钢笔、红色的圆珠笔书写，不得把答案书写在草稿纸

上或试卷装订线以外，不得在考卷上做任何标记，违者一律不给分。 

    （5）考生如遇试题错误和字迹模糊，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但不得

涉及试题内容。 

    （6）考生进入考场后，要关闭所有通讯工具，保持考场安静，不准吸

烟。交卷后立即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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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考核结束铃声一响，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不准将试卷及其草稿

带出考场。 

    （8）考生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考试时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偷看他

人答案，不准传递、夹带、换卷。对于违反纪律和舞弊者，视其情节轻重，

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试卷作废、取消考试资格等处理。 

（9）考试结束，监考人员要整理试卷，清理考场，并认真填写考场记

录，连同试卷交督考人员密封。 

（10）除监考人员、巡视人员外，未经批准，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

考场。 

2．操作技能考试赛场 

（1）选手竞赛顺序按照选手编号的单双号由抽签决定。 

（2）每批次选手比赛前 30分钟，凭参赛证、身份证在检录处检录。

由竞赛现场裁判组织参赛选手抽取赛位号，并由各参赛选手对抽取的赛位

号签字确认，用参赛证、身份证换取抽取的赛位号，进入赛场对号入座，

进行竞赛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竞赛裁判负责核对并记录参赛选手抽取的赛

位号。提前 5分钟选手进场，检查和准备仪器时间 3分钟。迟到 15分钟者

不得参加比赛。 

（3）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操作技能竞赛除携带竞赛必备的

用具外，不得带入任何技术资料和工具书。所有通讯、照相、摄像工具一

律不得带入竞赛现场。 

（4）竞赛用的滴定管（必须作绝对校正，并带校正曲线）、移液管、

容量瓶（与配套用的移液管作相对校正，并做标记）等玻璃仪器均可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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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选手自带，如需赛点提供，必须提前 7 天与赛点负责人联系，否则按自

带处理。竞赛从蒸馏水试漏、润洗开始进行考核。凡是使用赛场提供的玻

璃器皿的选手，在比赛计时前由本人洗涤完毕，洗涤时间不超过 3分钟（含

在设备检查和准备时间内）。 

（5）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员提问;选手之

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

情况，需经裁判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饮水

或去洗手间，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内。 

（6）选手必须在所有实验操作完成之后，方可进行数据处理。 

（7）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并提交所有竞赛

资料，由裁判员记录结束时间。 

（8）竞赛结束前 10分钟，由主裁判提示。竞赛时间一到，各参赛选

手必须立即停止操作，并提交所有竞赛资料。经竞赛裁判员许可后，参赛

选手方可离开竞赛场地。 

（二）注意事项 

1．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印制的相应证件，着装整

齐。 

2．各赛场除现场裁判员、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未经赛点

领导小组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四、成绩评定  

1．理论知识成绩由评分裁判员根据评分标准统一阅卷、评分。按满分

100 分计，理论知识成绩占总成绩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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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技能成绩占总成绩的 80%，操作技能成绩由现场操作规范、标

定和测定结果及报告单完成情况三部分组成。其中操作规范成绩根据选手

现场实际操作表现，按照评分标准，依据现场裁判的赛场纪录，由现场裁

判组集体进行客观评分（详见附件 1-2）。 

3．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依据理论知识成绩和操作技能成绩按比例计算

累加的总成绩排定。当出现成绩相同时，计算小分分出名次。计算小分顺

序为：先比较操作技能成绩，以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还不能分出先后，

再比较操作技能完成时间，先完成者在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取相同名

次。 

五、申诉与仲裁  

1.参赛选手对赛场提供的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实验材料，对有失

公正的检测、评判，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有序地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限以书面形式向大赛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委员会要认真

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通知当事人。 

3.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

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六、其他 

1.参赛选手及相关工作人员，食宿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2.本技术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织委员会。 第
五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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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位号          考核时间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装订线……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装订线 

第五届连云港技能状元大赛化学检验项目 

实验操作评分记录 

项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扣分说明 考核记录 扣分 得分 

(一) 

天平 

称量 

(8 分) 

天平准备 1 

①检查调节水平  

 

 

②清扫  

③调零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称量操作 2 

①干燥器盖子的取放  

 

②称量瓶的取放方法  

③物品摆布  

④敲样、滴液次数≤3  

⑤关门读数  

⑥读数稳定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称量范围 4 

①基准物质量在 5%范围内不扣分  

 

②基准物质量在 5～10%范围内每个扣 1 分  

③基准物质量大于 10%范围每个扣 2 分  

④试样质量超出 1.8～2.0g 范围扣 2 分  

扣完为止 

结束工作 1 

①天平复原  

 
②天平使用记录  

③板凳复位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重称  重称 1 次扣 4 分   

(二) 

容量瓶和

移液管使

用 

(5 分) 

基准物的溶解 

及转移 

 

1 

①溶解完全  

 

 

②转移方法正确  

③洗涤次数不少于 3 次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容量瓶操作 2 

①定容方法(平摇，胶帽滴管调液面)  

 

②液面准确  

③摇匀操作(握持，倒摇，提盖)  

④摇匀次数≥15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移液管润洗 2 

①烧杯中润洗  

 

②润洗液用量(不超过 1/2)  

③润洗次数≥3  

④管尖擦试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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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位号          考核时间  2023 年    日       时    分 

装订线……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装订线 

项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扣分说明 考核记录 扣分 得分 

(三) 

容量瓶和

移液管使

用二 

 (3 分) 

移液管移取试液操

作 
1 

①插入溶液前管尖外壁擦拭  

 

 

②移液操作  

③移液管插入溶液深度 1-2cm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移液管液面调节操

作 
1 

①调节液面前管尖外壁擦拭  

 

②移液管垂直  

③液面准确  

④液面不重调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移液管放液操作 1 

①放液方法(移液管垂直,靠壁)  

 
②放液结束停留时间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试液重吸  重吸 1 次扣 1 分 

(四) 

滴定 

操作 

(12 分) 

滴定管润洗方法 1 

①溶液润洗方法  

 

 

②润洗次数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滴定管装液方法 2 

①摇匀溶液  

 

②直接装入滴定管  

③不淋到滴定管外  

④管尖无气泡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零点调节 1 

①零点调节正确 
 

 ②管尖残液处理正确 

每错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滴定操作 2 

①滴定速度适当  

 ②半滴操作到达终点  

每错一项扣 1 分，扣完为止 

滴定终点 4 

①标定终点判断正确（浅粉色）  

 ②测定终点判断正确（浅粉色）  

每错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读数 2 

①停留 30 秒读数   

②读数正确   

每错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实验重做  重做 1 次扣 6 分  

(五) 

数据 

记录 

(2 分) 

原始数据记录 2 

①数据直接填在报告单上  

  
②数据记录及时  

③正确进行滴定管体积校正  

每错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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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位号          考核时间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装订线……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装订线 

项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扣分说明 扣分 得分 

(六) 

文明 

操作 

(2 分) 

物品摆放 

仪器洗涤 

“三废”处理 

2 

①台面及时清洁  

 
 

②废纸/废液不乱扔乱倒  

③仪器、试剂归位  

每错一项扣 0.5 分 

仪器损坏  损坏 1 个仪器扣 2 分  

(七) 

完成时间 
完成时间  

（180 分钟）不延时，提前完成不加分 

               完成时间：     分钟 
  

(八) 

报告 

与 

数据 

处理 

(8 分) 

报告 4 

①不空项  

 

 

②单位齐全、正确  

③有效数字位数正确  

④报告整洁、不修改  

每错一个扣 0.5 分，每一项最多扣 2 分。涂改原始

数据竞赛成绩为零，涂改非原始数据一个扣 2 分。 

结果计算 4 

①计算公式正确  

 
②溶液温度校准值正确  

③计算结果正确  

每错一个扣 1 分，扣完为止 

(九) 

标定 

结果 

评价 

(30 分) 

精密度 15 

≤0.1% 0 

 

 

＞0.1%～≤0.2% 3 

＞0.2%～≤0.3% 6 

＞0.3%～≤0.4% 9 

＞0.4%～≤0.5% 12 

＞0.5% 15 

准确度 15 

≤0.1% 0 

 

＞0.1%～≤0.2% 3 

＞0.2%～≤0.3% 6 

＞0.3%～≤0.4% 9 

＞0.4%～≤0.5% 12 

＞0.5% 15 

(十) 

测定 

结果 

评价 

(30 分) 

精密度 15 

≤0.1% 0 

 

 

＞0.1%～≤0.2% 3 

＞0.2%～≤0.3% 6 

＞0.3%～≤0.4% 9 

＞0.4%～≤0.5% 12 

＞0.5% 15 

准确度 15 

≤0.1% 0 

 

＞0.1%～≤0.2% 3 

＞0.2%～≤0.3% 6 

＞0.3%～≤0.4% 9 

＞0.4%～≤0.5% 12 

＞0.5% 15 

 总分 100    

现场裁判签名：          阅卷裁判签名：            复核裁判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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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位号        竞赛时间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装订线 

第五届连云港技能状元大赛化学检验项目 

实验操作竞赛报告单 

一、KMnO4 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 

序号 1 2 3 备用 

基 准

物 称

量 

m 倾样前/g     

m 倾样后/g     

m(Na2C2O4)/g     

基准物定容体积/mL  

基准物移取体积/mL  

V (初)/mL     

V (终)/mL     

V (消耗)/mL     

V (体校)/mL     

溶液温度/℃     

温度补正值     

V (温校)/mL     

V (实际)/mL     

V (空白)/mL  

c(1/5KMnO4)/(mol/L)     

c ( 1/5KMnO4)/ (mol/L)  

极差/平均值（%）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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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定结果的计算 

2 2 4

4

4 0 2 2 4

25.00
( ) 1000

1 250.0( )
15 [ ( ) ] ( )
2

m Na C O
c KMnO

V KMnO V M Na C O

 


 

单位：mol/l 

 M(1/2Na2C2O4)=67.00g/mol 
 
1c   

 

2c   

 

3c    

 
 

平均值： c ( 1/5KMnO4)= 
 

精密度： 010
平均值

极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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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位号         竞赛时间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〇…装订线…〇……装订线 

三、过氧化氢含量的测定 

序号 1 2 3 备用 

样 

品 

称 

量 

m 倾样前/g     

m 倾样后/g     

m(试样)/g     

V (初)/mL     

V (终)/mL     

V (消耗)/mL     

V (体校)/mL     

溶液温度/℃     

温度补正值     

V (温校)/mL     

V (实际)/mL     

V (空白)/mL  

c(1/5KMnO4)/(mol/L)  

w(H2O2)/(g/Kg)     

w ( H2O2)/ (g/Kg)  

极差/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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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定结果的计算 

4 4 0 2 2

1 1
( ) [ ( ) ] ( )
5 2

( )

c KMnO V KMnO V M H O
w

m

  


样品
       单位： g/kg 

M(1/2H2O2)= 17.01g/mol 
 

1w  

 
2w  

 

3w   

 

平均值：w ( H2O2)= 
 

精密度： 010
平均值

极差
%  

   

 

 

 

五、竞赛结束时间：              裁判员签字：         、          

第
五
届
连
云
港
技
能
状
元
大
赛


	一、竞赛内容
	（6）高压气体钢瓶的使用
	（1）误差和数理处理
	误差的分类、产生的原因及减免方法；准确度和精密度的定义，误差和偏差的计算方法；数值修约规则及有效数字运算规则；实验原始记录、结果的表示方法及报告的规范书写。
	（2）标准溶液
	⑥ 高效液相色谱法
	二、竞赛命题及裁判
	（一）竞赛命题
	（二）裁判
	三、竞赛规则和注意事项
	（一）竞赛规则
	（二）注意事项
	四、成绩评定 
	3．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依据理论知识成绩和操作技能成绩按比例计算累加的总成绩排定。当出现成绩相同时，计算小分分出名次。计算小分顺序为：先比较操作技能成绩，以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还不能分出先后，再比较操作技能完成时间，先完成者在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取相同名次。
	五、申诉与仲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