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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逐渐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大国。
石油化工、生物工程、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迅猛发展，价格不菲的ICP-AES光谱分析仪和光电
直读光谱仪，已经是氯碱化工企业和钢铁企业比较普遍的实验室配置，但传统的化学分析方法仍然是
主要的分析手段。
企业视质量为生命，更加重视质量检验工作⋯⋯高职高专相关专业开设的分析化学课程，其教学目标
应该是为工业生产第一线培养更多不但掌握传统的化学分析方法的理论和分析技能，而且还学习了一
些现代仪器分析的基本原理，具有一定仪器设备操作技能，注重理论知识的应用，实践动手能力强的
专业人才。
2006年12月，在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化工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组织下，高等教育
出版社启动了《分析化学》（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学科体系和专业改革、实际教
学的要求。
修订后的第三版教材与第二版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动。
1．第二版教材的主体框架予以保留，重量分析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删减；分光光度计的光学系统等在
《分析化学实验》中已讲解的内容也做了删减；加强仪器分析部分的内容，如发射光谱分析中加强
了ICP光源，增加了光电直读光谱仪的内容，气相色谱法中增加介绍电子捕获检测器等，以满足食品
质量、食品安全检测项目等的需要。
2．编者接触到大量生产一线分析化验人员，了解了学生掌握和应用分析化学知识的实际困难，特在
教材中引入了“学习目标”、“相关链接”、“实例分析”、“课堂活动”等新的教学形式，引导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思考，产生教学互动，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每章的本章小结，理清知识的脉络，便于学生对前后知识的衔接。
每章后的“同步测试”，内容紧扣基本知识，特别注意编写了一些紧密联系实际的题目，例如吸光光
度法绘制工作曲线时，各种试剂加入顺序、实验条件、测量条件选择等，引导学生使用阅读、剖析、
比较的方法掌握知识；少量具有一定难度的分析题，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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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析化学》是全国高职高专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规划教材，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结合分
析化学学科的发展及教学需求和生产实际修订而成的。
《分析化学》保留了原书各章的主体框架，进行了适当的增删，强化了仪器分析内容。
每章都安排了&ldquo;知识目标&rdquo;、&ldquo;能力目标&rdquo;、&ldquo;相关链接&rdquo;、&ldquo;
实例分析&rdquo;、&ldquo;课堂活动&rdquo;、&ldquo;本章小结&rdquo;和&ldquo;同步测试&rdquo;等内
容，书后附有测试题的参考答案，便教易学。
　　与《分析化学》相关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有教师授课用电子教案、试题库系统等。
　　《分析化学》适用于各类应用性、技能型的化工、轻工、材料、冶金、环保等专业的分析化学课
程教学，也可供相关工程、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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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分析化学概述 一、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 二、分析化学的分类 三、分析化学的发
展 第二节 定量分析的误差 一、误差的表征——准确度与精密度 二、误差的表示 三、误差的分类及减
免 第三节 定量分析结果的数据处理 一、数据集中趋势的表示方法 二、数据分散程度的表示方法 三、
置信度与平均值的置信区间 四、可疑数据的取舍 第四节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一、有效数字及位数 
二、数字修约规则 三、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 四、定量分析结果的表示方法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二章 
滴定分析法概述 第一节 滴定反应的条件与滴定方茧 一、滴定反应的条件 二、滴定方式 第二节 基准物
质和标准溶液 一、基准物质 二、标准溶液的配制 第三节 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 一、物质的量及其
单位——摩尔 二、物质的量浓度 三、滴定度 第四节 滴定分析法计算 一、待测物的物质的量nA与滴定
剂的物质的量nB的关系 二、待测物含量的计算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三章 酸碱滴定法 第一节 酸碱平
衡的理论基础 一、酸碱质子理论 二、酸碱解离平衡 第二节 水溶液中酸碱组分不同型体的分布 一、一
元弱酸的分布 二、二元弱酸的分布 三、三元弱酸的分布 第三节 酸碱溶液pH的计算 一、质子条件 二
、酸碱溶液pH的计算 第四节 缓冲溶液 第五节 酸碱指示剂 一、酸碱指示剂的作用原理 二、指示剂的
变色范围 三、混合指示剂 第六节 一元酸碱的滴定 一、强碱滴定强酸 二、强碱滴定弱酸 三、强酸滴定
弱碱 第七节 多元酸碱的滴定 一、多元酸的滴定 二、多元碱的滴定 第八节 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一、酸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二、碱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第九节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一、食用醋中
总酸度的测定 二、混合碱的分析 三、铵盐中含氮量的测定 四、硼酸的测定 五、硅酸盐中SiO2的测定 
六、酯类的测定 七、醛、酮的测定 第十节 酸碱滴定法结果计算示例 第十一节 非水溶液中的酸碱滴定 
一、溶剂的分类及其作用 二、非水溶液滴定条件的选择 三、非水溶液滴定法的应用 本章小结 同步测
试 第四章 配位滴定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乙二胺四乙酸的性质及其配合物 一、乙二胺四乙酸及其二
钠盐 二、EDTA与金属离子的配合物 第三节 配位解离平衡及影响因素 一、EDTA与金属离子的主反应
及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二、副反应及副反应系数 三、条件稳定常数 第四节 配位滴定法原理 一、滴定曲
线 二、酸效应曲线和滴定金属离子的最小pH 第五节 金属指示剂， 一、金属指示剂的作用原理 二、金
属指示剂必须具备的条件 三、使用金属指示剂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四、常用的金属指示剂 第六节 提高
配位滴定选择性的方法 一、控制溶液的酸度 二、掩蔽和解蔽的方法 三、化学分离法 四、选用其他配
位滴定剂 第七节 配位滴定的应用 一、滴定方式 二、配位滴定法应用示例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五章 
氧化还原滴定法 第一节 氧化还原反应 一、标准电极电位和条件电极电位 二、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程
度 三、影响氧化还原反应速率的因素 第二节 氧化还原滴定 一、氧化还原滴定曲线 二、氧化还原滴定
终点的确定 第三节 氧化还原滴定前的预处理 一、进行预处理的必要性 二、常用的预处理试剂 第四节 
高锰酸钾法 一、概述 二、KMnO4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GB／T 6012002） 三、高锰酸钾法应用示例 
第五节 重铬酸钾法 一、方法概要 二、重铬酸钾法应用示例 第六节 碘量法 一、直接碘量法 二、间接
碘量法 三、碘量法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GB／T 601—2002） 四、碘量法应用示例 五、其他的氧化还
原滴定法 第七节 氧化还原滴定法计算示例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六章 重量分析法和沉淀滴定法 第
一节 重量分析法概述 一、重量分析法的分类和特点 二、沉淀重量法对沉淀形式和称量形式的要求 三
、沉淀剂的选择 四、重量分析法的主要操作过程 第二节 沉淀的溶解度及其影响因素 一、同离子效应 
二、盐效应 三、酸效应 四、配位效应 第三节 沉淀的形成及沾污 一、沉淀的形成 二、沉淀的沾污 第
四节 沉淀的条件 一、晶形沉淀 二、无定形沉淀 三、均匀沉淀法 第五节 重量分析法应用示例 一、可
溶性硫酸盐中硫的测定（氯化钡沉淀法） 二、钢铁中镍含量的测定（丁二酮肟重量法） 第六节 重量
分析结果的计算 第七节 沉淀滴定法 一、莫尔法——铬酸钾作指示剂 二、佛尔哈德法——铁铵矾作指
示剂 三、法扬斯法——吸附指示剂法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七章 吸光光度法 第一节 光学分析法概述 
一、电磁辐射的二象性 二、电磁辐射区 三、电磁波谱 第二节 吸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 一、单色光、复
合光和互补色光 二、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 三、光吸收的基本定律——朗伯比尔定律 四、偏离朗伯
一比尔定律的原因 第三节 显色反应及显色条件的选择 一、对显色反应的要求 二、显色条件的选择 三
、显色剂 四、三元配合物 第四节 测量条件的选择 一、入射光波长的选择 二、参比溶液的选择 三、吸
光度范围的选择 第五节 目视比色与分光光度计 一、目视比色法 二、分光光度计 第六节 吸光光度法的
应用 一、单组分分析 二、示差吸光光度法 三、多组分分析 四、应用示例 五、分析结果计算示例 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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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同步测试 第八章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基本原理 一、共
振线和吸收线 二、基态与激发态原子的分配 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定量基础 第三节 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 一、光源——空心阴极灯 二、原子化系统 三、分光系统 四、检测系统 第四节 定量分析方法
一、标准曲线法 二、标准加入法 三、浓度直读法 四、原子吸收分析的灵敏度和检出极限 第五节 原子
吸收分析的实验技术 一、试样预处理 二、实验条件的选择 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中的干扰及抑制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九章 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简介 第一节 概述 一、发射光谱分析的基本原理 二
、发射光谱分析的特点 第二节 发射光谱分析仪器 一、光源 二、分光系统（摄谱仪） 三、检测系统 第
三节 发射光谱分析的应用 一、光谱的定性分析 二、光谱的半定量分析 三、光谱的定量分析 第四节 火
焰光度分析法 一、火焰光度分析法的基本过程 二、火焰光度分析仪器 三、火焰光度定量分析方法 四
、火焰光度法应用示例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十章 电位分析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参比电极 一、甘汞
电极 二、银—氯化银电极 第三节 指示电极 一、惰性金属电极 二、金属—金属离子电极 三、金属—金
属难溶盐电极 四、汞电极 五、玻璃电极 六、其他离子选择性电极 第四节 直接电位法 一、pH的电位
法测定 二、离子活（浓）度的测定 第五节 电位滴定法 一、电位滴定法的仪器装置及测定原理 二、电
位滴定的终点确定方法 三、电位滴定法的应用 四、自动电位滴定法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十一章 气相
色谱法 第一节 概述 一、分类 二、气相色谱的分析流程 三、气相色谱的分离原理 四、气相色谱法的特
点 第二节 气相色谱的固定相及其选择原则 一、气固色谱的固定相（吸附剂） 二、气液色谱的固定相 
三、聚合物固定相 第三节 气相色谱法理论基础 一、色谱流出曲线及有关术语 二、气相色谱法的基本
理论 三、分离度 第四节 气相色谱分离条件的选择 一、载气及其线速率u的选择 二、柱温的选择 三、
柱长和柱内径的选择 四、进样量和进样时间的选择 五、汽化温度的选择 第五节 气相色谱检测器 一、
热导池检测器 二、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三、电子捕获检测器 四、火焰光度检测器 第六节 气相色谱分
析方法 一、定性分析 二、定量分析 第七节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简介 第八节 色谱分析法的应用示例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第十二章 物质的定量分析过程 第一节 分析试样的采取与制备 一、组成分布比较均
匀的试样采取 二、组成分布不均匀的试样采取 三、分析试样的制备 四、采取与制备试样应注意的事
项 第二节 试样的分解 一、无机物的分解方法 二、有机物的分解方法 三、试样分解方法的选择 第三节
干扰组分的分离方法 一、沉淀分离法 二、液—液萃取分离法 三、层析分离法 四、离子交换分离法 第
四节 测定方法的选择原则 第五节 复杂物质分析示例——硅酸盐的分析 一、硅酸盐试样的分解 二
、S1O2的测定 三、Fe2O3，Al2O3和TiO2的测定 四、CaO和MgO的测定 本章小结 同步测试 附录 附录
一 弱酸和弱碱的解离常数 附录二 常用酸碱溶液的相对密度、质量分数与物质的量浓度 附录三 常用的
缓冲溶液 附录四 常用基准物质的干燥条件和应用 附录五 金属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附录六 标准电极电位
（18～25℃） 附录七 一些氧化还原电对的条件电极电位 附录八 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常数（18℃） 附
录九 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表 附录十 一些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 同步测试参考答案 参考书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化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气相色谱的分析流程 常用气相色谱仪的主要部件及分析流程。
气相色谱仪一般可分为气路系统、进样系统、分离系统、检测系统和记录系统等五部分。
 载气由高压钢瓶1供给，经减压阀2减压后，通过净化干燥管3干燥、净化，用气流调节阀4控制气流速
度，利用转子流量计5和压力表6指示载气的柱前流量和压力。
试样用微量注射器从进样口注入，在汽化室7经瞬间汽化，被载气携带入色谱柱8中进行分离。
分离后的组分逐个进入检测器9后放空。
检测器信号经放大并驱动自动记录仪10，同时记录时间与响应信号的相应关系，从而获得一组峰形曲
线，简称色谱图。
 在气相色谱仪的主要部件中，色谱柱和检测器是其关键部件。
分离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色谱柱，而能否灵敏、准确地测定各组分则取决于检测器。
 三、气相色谱的分离原理 气相色谱有很强的分离能力，现以气液色谱为例，说明色谱分离原理。
 气液色谱的色谱柱中填充的固定相是惰性担体及其上均匀涂布的固定液，当气态的试样组分随载气进
入色谱柱时，试样组分分子与固定液分子充分接触，由于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部分组分被固定
相溶解，另一部分仍留在流动相中，随着载气的不断通入色谱柱，流动相中的组分又被前方的固定相
溶解，而已溶解于固定相中的组分又可挥发到流动相中，组分在固定相和流动相两相间的溶解、挥发
过程是个分配过程，设cs为组分在固定相中的浓度，Cm为组分在流动相中的浓度，则在每次分配过程
达到平衡时都应满足下列关系： K=cs/cm 式中K称为分配系数。
 在一定温度下，K值取决于组分、固定相和流动相三者的性质，因此不同物质在两相间的分配系数也
各不相同。
K值大的组分，每次分配在气相中的浓度较小，前移速率慢，柱内停留时间长；而K值小的组分，每次
分配在气相中的浓度较大，相应的，组分前移速率也快，在柱内停留时间就较短，因此各组分流经一
定的柱长（即经一定的时间间隔），经过足够多次的反复分配后，试样中各组分得以彼此分离。
 可见，气液色谱是利用不同物质在固定相和流动相间分配系数的不同，当两相作相对运动时，试样中
各组分在两相间经过反复多次的溶解、挥发、再溶解、再挥发的分配过程，即使原来两组分的K值仅
有微小差异（反映在沸点、溶解度、分子结构和极性等方面的不同），也能达到一定的分离效果。
在固定相分配系数大的组分，在柱内滞留时间长，后从色谱柱中流出；反之，则先流出。
 与气液色谱的分离原理相似，气固色谱是利用组分分子在流动相与固定相（吸附剂）之间反复进行吸
附—脱附—再吸附—再脱附的分配过程，最后达到组分间的彼此分离。
 四、气相色谱法的特点 由于气相色谱法的不断完善和分离、分析技术的发展，它已成为石油、化工
、医药、食品、生物化学、环境保护等生产、科研部门不可缺少的分析手段。
其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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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分析化学(第3版)》适用于各类应用性、技能型的化工、轻工、
材料、冶金、环保等专业的分析化学课程教学，也可供相关工程、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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