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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题目  误  差 

授课班级  课  时 2 

教学目的

与要求 

1.理解误差产生的原因，并会判断误差的类型 

2.学会用合适的方法表示误差 

3.会用合适方法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教学基本

内容 

误差(error)及其类型 

准确度和精密度 

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教学重点 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教学难点 偶然误差 

德育渗透 严谨的工作态度，踏实地工作作风 

授课方法 讲授法、讨论法 授课手段

段段段 

 

使用教材

及主要参

考资料 

傅春华 黄月君主编，基础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黄南珍主编，无机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谢庆娟主编，分析化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课后作业

与思考题 

1. 如何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2. 误差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学生

活动

授 课 内 容 时

间

教师

活动

[导入新课] 

   在定量分析中，由于受分析方法、仪器、试剂和分析工作者等方

面的限制，使测得的分析结果，不可能与真实值完全一致。这说明

误差是客观存在的，必须查出产生误差的原因，采取措施减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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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误差与分析数据处理     

第一节 定量分析误差

一  误差(error)及其类型

 1 系统误差(systematic error)    系统误差又称可测误差或恒

定误差。是由于某些经常性的因素造成的，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恒定。

在相同条件下重复测定会重复出现。其特点是正负大小是固定的，

可以测定，可设法减免或消除。

（1） 方法误差

    由于方法本身不够完善所造成的误差称为方法误差。例：反应

不能定量完成；重量分析中沉淀的溶解或沉淀中含有杂质；配合物

解离。

（2） 仪器误差

主要是因为仪器本身不够准确或未经校准而引起的。例：天平不等

臂，砝码被腐蚀，容量仪器没有校准及分光光度法中单色光不纯等。

（3）试剂误差

     因试剂或蒸馏水不纯而引入微量杂质或干扰物质而引起的误

差叫试剂误差。例：试样称量时吸收了少量水分。

 （4）操作误差

      由于分析工作者操作不标准而引起的误差叫操作误差。例：

读滴定管数值时偏高或偏低，滴定终点颜色辨别不准。

  2 偶然误差(accidental error) 

      偶然误差是由于某些无法控制和预测的因素随机变化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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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差，又称不可测误差或随机误差。其特点是大小正负不固定，

无法控制和测定。但在系统误差减免后，同样条件下平行测定其服

从统计规律。

 （1） 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误差出现的几率基本相等。

 （2） 小误差出现的机会多，大误差出现的几率少。

      采取增加测定次数，取平均值的方法，可减小偶然误差。

二 误差的表示方法

   1 准确度（accuracy）和误差

    测量值和真实值接近的程度称为准确度，准确度的高低常用误

差表示，误差越小，分析结果准确度越高。误差分为绝对误差和相

对误差。

    （1） 绝对误差（E）：测量值和真实值之差。 E=x-T

（2） 相对误差（RE ）：绝对误差在真实值中所占的百分率

                RE = E/T× 100% =( x-T)/T ×100%

    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都有正负值，正值表示测量结果偏高，负

值表示测量结果偏低。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常用相对误差表示。

     例：分析天平称量两份试样

  试 样   实际测量值   真实值   绝对误差    相对误差

    ①    3.1356g     3.1357g    0.0001g      0.0032%.

    ②    0.3136g     0.3137g    0.0001g      0.032%

说明：绝对误差相同称样量大时，相对误差小，准确度高

2 精密度(precision)和偏差(deviation)

   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定结果相接近的程度称为精密度。用偏差

表示。

（1） 绝对偏差和相对偏差

绝对偏差（di） ：表示个别测量值（xi）与平均值(x)差。

                     di = xi -x   

 相对偏差（Rd ）：表示绝对偏差在平均值中所占的百分率。

                   Rd =di / x  ×100% 

 如在实验中对一个样品只做两次测定，其相对偏差为：

                         两次测定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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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                      ×100%

                          平均值

平均偏差 d：各个绝对偏差绝对值的平均值。

        

d = 1/n ∑│di │ = 1/n （∑ │xi – x │）/x

    相对平均偏差（ Rd）：平均偏差在平均值中所占的百分率。

Rd = d/x× 100%

 （2） 标准偏差和相对标准偏差

   当分析项目要求较高，测定次数较多，测定数据的分散程度较

大时，常用标准偏差来衡量数据的离散程度和测量的精密度。

  标准偏差

相对标准偏差：标准偏差在平均值中所占的百分率。

RSD = S/x×100%

3.准确度与精密度的关系

   准确度决定于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表示测量结果的正确性；

精密度决定于偶然误差，表示测量结果的重现性。

   准确度与紧密度的关系主要是看系统误差是否存在。若存在系统

误差，紧密度好的准确度不一定好，而消除系统误差后，两者可达

到统一。

三 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1、 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

2、 减小测量误差

3、减小测量中的消除系统误差

（1）对照实验：用已知准确浓度的标准品或已证实是可靠的方法

代替样品所做的实验。

（2）空白实验：不加样品或用蒸馏水代替试样溶液所做的实验。

例：一样品溶液中加入 SCN-后显出红色，说明溶液中含有

Fe3+，是样品含有 Fe3+，还是配制样品所用的蒸馏水中含有 Fe3+呢？

可用空白实验检测。取试管一支加入蒸馏水 10 ml ，加盐酸几滴，

然后加入 SCN-，如果溶液显示红色，则表示蒸馏水中含有 Fe3+，如

果溶液显示无色，则表明 Fe3+确实是样品中所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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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无色

蒸馏水 + SCN- → （2）红色

                （3）浅红色

化学课程不但要讲授知识，同时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通，过

分析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教学，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观察、分

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熟练的操作技

能，尤其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得到培养。

（3）校正仪器

（4） 回收实验

    为消除操作者之间或环境 仪器之间所存在的系统误差，安排

几个分析人员同时做同一样品，结果进行比较，叫内检。将样品送

外单位检验叫外检。

  4、 减小测量中的偶然误差

    采取增加平行测定次数，取平均值的方法减小偶然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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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小结]

1、误差(error)及其类型

2、误差的表示方法

3、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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