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常见小麻烦的处理 

实验室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麻烦”，如瓶塞粘固打不开，仪器

上的污垢难以除去，分液时发生乳化现象等等。如能采取适当方法或技巧加以

处理，这些麻烦就会迎刃而解。 

1.打开粘固的玻璃磨口 

当玻璃仪器的磨口部位因粘固而打不开时，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处

理。 

(1)敲击用木器轻轻敲击磨口部位的一方，使其因受震动而逐渐松动脱离。

对于粘固着的试剂瓶、分液漏斗的磨口塞等，可将仪器的塞子与瓶口卡在实验

台或木桌的棱角处，再用木器沿与仪器轴线成约 70°角的方向轻轻敲击，同时

间歇地旋转仪器，如此反复操作几次，一般便可打开粘固不严重的磨口。 

(2)加热有些粘固着的磨口，不便敲击或敲击无效，可对粘固部位的外层进

行加热，使其受热膨胀而与内层脱离。如用热的湿布对粘固处进行“热敷”、用

电吹风或游动火焰烘烤磨口处等等。 

(3)浸润有些磨口因药品侵蚀而粘固较牢，或属结构复杂的贵重仪器，不宜

敲击和加热，可用水或稀盐酸浸泡数小时后将其打开。如急用仪器，也可采用

渗透力较强的有机溶剂(如苯、乙酸乙酯、石油醚及琥珀酸二辛酯磺酸钠等)滴

加到磨口的缝隙间，使之渗透浸润到粘固着的部位，从而相互脱离。 

2.打开紧固的螺旋瓶盖 

当螺旋瓶盖拧不开时，可用电吹风或小火焰烘烤瓶盖周围，使其受热膨

胀，再用于布包住瓶盖用力将其旋开。 

如果瓶内装有不宜受热或易燃物质时，可取一段结实的绳子，一端拴在固

定的物体上(如门窗把手)，再把绳子按顺时针方向在瓶盖上绕一圈，然后一手

拉紧绳子的另一端，一手握住瓶体用力向前推动，就能使瓶盖打开。 

3.取出被胶塞粘结的温度计 

当温度计或玻璃管与胶塞或胶管粘结在一起而难以取出时，可用小改锥或

刀锉的尖端插入温度计(或玻璃管)与胶塞(或胶管)之间，使之形成空隙，再滴上

几滴水，如此操作并沿温度计(或玻璃管)周围扩展，同时逐渐深入，很快就会

取出。也可用恰好能套进温度计(或玻璃管)的钻孔器，蘸上少许甘油或水，从

温度计的一端套入，轻轻用力，边旋转边推进，当难以转动时，拔出再蘸上润

滑剂，继续旋转，重复几次后，便可将温度计(或玻璃管)取出来。 

4.清除仪器上的特殊污垢 

当玻璃仪器上粘结了特殊的污垢，用一般的洗涤方法难以除去时，应先分

辨出污垢的性质，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理。 

对于不溶于水的酸性污垢，如有机酸、酚类沉积物等，可用碱液浸泡后清

洗;对于不溶于水的碱性污垢，如金属氧化物、水垢等，可用盐酸浸泡后清洗;如

果是高锰酸钾沉积物，可用亚硫酸钠或草酸溶液清洗;二氧化锰沉积物可用浓盐

酸使其溶解;沾有碘时，可用碘化钾溶液浸泡;硝酸银污迹可用硫代硫酸钠溶液浸

泡后清洗;银镜(或铜镜)反应后沾附的银(或铜)，加入稀硝酸微热后即可溶解;焦

油或树脂状污垢，可用苯、酯类等有机溶剂浸溶后再用普通方法清洗。对于用

上述方法都不能洗净的玻璃仪器，可用稀的氢氟酸浸润污垢边缘，污垢就会随

着被蚀掉的玻璃薄层脱落，然后用清水清洗。而玻璃虽然受到腐蚀，但损伤很

小，一般不影响继续使用。 



5.溶解烧瓶内壁上析出的结晶 

在回流操作或浓缩溶液时，经常会有结晶析出在液面上方的烧瓶内壁上，

且附着牢固，不仅不能继续参加反应，有时还会因热稳定性差而逐渐分解变

色。遇此情况，可轻轻振摇烧瓶，以内部溶液浸润结晶，使其溶解。如果装置

活动受限，不能振摇烧瓶时，可用冷的湿布敷在烧瓶上部，使溶剂冷凝沿器壁

流下时，溶解析出的结晶。 

6.收拾洒落的汞 

实验室中常用充汞压力计和水银温度计。如果操作不当或温度计破损时，

都会发生“洒汞事故”。汞蒸气对人体危害极大，必须及时、彻底清理洒落的

汞，不可任其流失。清理方法较多，可依不同情况，选择使用。 

(1)吸收洒落少量的汞，可用普通滴管，将汞珠一点一滴吸起，收集在容器

中。若汞量较大或洒落在沟槽缝隙中，可将吸滤瓶与一支 75°玻璃弯管通过胶

塞连接在一起，自制一个“减压吸汞器”，利用负压将汞粒通过玻璃管吸人滤瓶

内。吸滤瓶与减压泵之间的连接线可稍长些，以免将汞吸入泵中。 

(2)粘附洒落在桌面(或地面)上的汞，若已分散成细小微粒，可用胶带纸粘

附起来，然后浸入水下，用毛刷刷落至容器中。此法简便易行，效果好。 

(3)冷冻 

汞的熔点为-38.87℃。如果在洒落的汞上面覆盖适量的干冰一丙酮混合物，

汞就会在几秒钟之内被冷冻成固态而失去流动性，此时可较为方便地将其清理

干净。 

(4)转化对于洒落在角落中，用上述方法难以收起的微量汞，可用硫磺粉覆

盖散失汞粒的区域，使汞与硫化合生成毒性较小的硫化汞，再加以清除。 

7.消除乳化现象 

在使用分液漏斗进行萃取、洗涤操作时，尤其是用碱溶液洗涤有机物，剧

烈振荡后，往往会由于发生乳化现象不分层，而难以分离。如果乳化程度不严

重，可将分液漏斗在水平方向上缓慢地旋转摇动后静置片刻，即可消除界面处

的泡沫状，促进分层。若仍不分层，可补加适量水后，再水平旋转摇动或放置

过夜，便可分出清晰的界面。 

如果溶剂的密度与水接近，在萃取或洗涤时，就容易与水发生乳化。此时

可向其中加入适量乙醚，降低有机相密度，从而便于分层。 

对于微溶于水的低级酯类与水形成的乳化液，可通过加入少量氯化钠、硫

酸铵等无机盐的方法，促使其分层。 

8.快速干燥仪器 

当实验中急需使用干燥的仪器，又来不及用常规方法烘干时，可先用少量

无水乙醇冲洗仪器内壁两次，再用少量丙酮冲洗一次，除去残留的乙醇，然后

用电吹风吹烘片刻，即可达到干燥效果。 

9.稳固水浴中的烧瓶 

当用冷水或冰浴冷却锥形瓶中的物料时，常会由于物料量少、浴液浮力大

而使烧瓶漂起，影响冷却效果，有时还会发生烧瓶倾斜灌入浴液的事故。如果

用长度适中的铅条做成一个小于锥形烧瓶底径的圆圈，套在烧瓶上，就会使烧

瓶沉浸入浴液中。若使用的容器是烧杯，则可将圆圈套住烧杯，用铁丝挂在烧

杯口上，使其稳固并达到充分冷却的目的。 

10.制作简易的恒温冷却槽 

当某些实验需要恒温槽的温度较长时间保持低于室温时，用冷水或冰浴冷



却往往达不到满意的效果。这时可自制一个简易的恒温冷却槽：用一个较大些

的纸箱(试剂或仪器包装箱即可)作外槽，把恒温槽放入纸箱中作内槽，内外槽

之间放上适量干冰，再用泡沫塑料作保温材料，填充空隙并覆盖住上部。干冰

的用量可根据实验所需温度与时间来调整。这种冷却槽制作简便，保温效果

好。 

对于问题的出现，首先进行初步判断，看看问题是否建议自己容易处理，

如果是的话那就自己解决啦。如果不敢确定的话，先是请教上级或兄弟单位，

找出原因，如果找不出原因再找厂家，请求指导。如果得到指点后能自己解决

的话，那就自己动手;否则请人来做。这样也可以逐渐培养自己的能力，使得自

己逐渐成长。 

大型分析仪器可以自己动手吗? 

对于大型的分析仪器来说，出了故障要先分析故障原因、解决方式，如果

觉得可以弄好或在不损坏仪器的情况下可以试一试。这样一方面可以学些东

西，以后再出这类问题时就可以自己弄。如果可以判断有坏件的，自己弄不好

的或自己动手很有可能弄坏仪器的其他地方，那尽量就别弄。好多时候向其他

人请教是个好方法，尤其是向行家或厂家的工程师请教。 

实验室仪器出故障了，保修期内是先打维修电话，工程师电话指导，如果

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工程师就免费上门维修，工程师维修的时候就在旁边学。 

过了保修期就惨了，配件费、工时费、路程费，一般都好几千上万的。维

修合同又太贵，小故障就自己摸索着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只能工程师上门

了。 

仪器的平时维护真的很重要，特别是一台仪器很多人用的时候，最好是有

专职的人员进行维护，用一段时间维护一下，问题会少很多。不过，不过分依

赖工程师才是真的，自己动手的同时，也能熟悉仪器，下次再有同样的问题也

可轻松解决了，省钱省力那都是必须的，最关键的是自己也学到了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