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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析化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作为其核心内容的仪器分析，不仅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且对培养相关专
业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也极为重要。
　　本书第一版从2003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好评。
为反映仪器分析发展的新成果，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要和实际，并扩大本书的使用范围，有必要
对本书第一版进行修订再版。
　　此次修订再版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根据第一版主编吴谋成教授的推荐和建议，
对编写队伍进行了调整和加强。
　　2）编写人员对本书编写大纲的制订、内容的撰写、体例以及适用对象等进行了讨论，保留了第
一版原有的特色、风格和编排体系。
　　3）为了使本书更加完善，适用性和针对性更强，同时考虑到农林院校学生的实际以及进一步拓
展教材的使用范围，对第一版内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增减。
例如，删掉了裂解气相色谱、超临界流体色谱和毛细管电色谱等相关章节；在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
色谱法两章中补充了气相色谱法及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应用等相关内容；增加了电化学分析法导论、电
位分析和库仑分析法、伏安法和极谱分析法三章电分析内容；章末增加了思考题与习题，并对重要仪
器分析术语的英文标注进行了补充等。
　　参加此次修订的有华中农业大学陈浩（第一、六、八章以及全书各章思考题与习题），刘晓宇（
第二、九章），贺立源（第三～五章），李小定（第十章），孙智达（第十一章），陆冬莲（第十三
、十四章），赵竹青（第十五章）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王静（第七、十二章）。
全书由陈浩教授负责整理、定稿。
　　华中农业大学吴谋成教授和武汉大学曾昭睿教授对本书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过程中参阅了部分文献和参考书，在此谨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及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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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保持了第一版注重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结合仪器分析的发展趋势与新时期人才培养
的需要和实际，对第一版进行了修订。
全书共十五章，重点阐述发射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红外吸收光谱法、
电位分析法、伏安法和极谱分析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核磁共振波谱分析和质谱分析等
的基本原理、仪器基本结构和实验技术，突出反映仪器分析在生命科学、资源环境、食品安全及现代
农业等领域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农林类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研究生、科研和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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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利用待测物质受到光的作用后产生光信号（或光信号的变化），或待测物质受到光的作用后产生
某些分析信号（如光声光谱分析中的声波），检测和处理这些信号，从而获得待测物质的定性和定量
信息的分析方法称为光学分析方法。
光学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光谱分析方法和非光谱分析方法。
　　光谱分析方法通过测定待测物质的某种光谱，根据光谱中的特征波长和强度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非光谱分析方法是通过光的其他性质（如反射、折射、衍射、干涉等）的变化作为分析信息的分析
方法，如旋光分析法、折射率分析法等。
　　光谱分析是现代仪器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分析方法。
在组分的定量或定性分析中，有的已成为常规的分析方法。
在物质结构分析的四大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的H谱和C谱及质谱分析）中光谱分析法占了三大谱
，是结构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
光谱分析可以按不同的方式分类。
1）按光谱区不同分类：按作用光和分析光谱区可分为紫外、可见、近红外、中红外等光谱分析法。
　　2）按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方式不同分类：可分为吸收光谱法、发射光谱法、散射光谱法、干涉分
析法、衍射分析法、偏振分析法等。
　　3）按受到光作用的微观粒子不同分类：可分为原子光谱分析和分子光谱分析。
　　4）按受到光作用的微观粒子的运动层次不同分类：可分为电子光谱分析、振动光谱分析、转动
光谱分析等。
　　本章作为光谱分析的导论，首先了解与光谱分析有关的光的性质和描述光的一些参数，然后讨论
光与待测物质微观的作用和宏观的解释各种光谱及光谱仪的共同点，为深入学习各类光谱分析方法打
下必要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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