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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分析是分析化学在有机化学领域中的应用，是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有机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已成为现代有机化学、医药卫生、环境科学、食品科学及生物科学
等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有机分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编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基础上，结合多年的科学研究经验和研究成果编著了这本书。
该书的编写和出版是主持承担的多项教学研究成果之一。
有机分析是高等农林院校生物科学、食品科学、环境科学等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程。
有机分析知识是各专业广泛应用的一门重要技术。
为适应有机分析的迅速发展，结合高等农林院校各专业的基本要求，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注重介绍
先进的有机分析方法，强调分析方法的实用性，拓宽有机分析的知识面。
本书重点介绍了有机分析的各种分析方法及分析的基本理论。
全书包括有机化学分析法、色谱学及波谱学等重要内容。
本书由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安徽科技学院四所高等院校的十二位教师共同
编写。
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所在学校领导、院系的其他教师及相关部门人员的大力支持，谨此表示衷心
感谢。
此外，本书编写中参考了大量相关书籍及文献资料，谨向有关专家及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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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分析》主要介绍有机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重点讲授有机分析的方法和
应用。
全书共有十三章，该书的最前面为导论，主要论述了有机分析的发展、研究对象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一至第三章重点介绍了有机化合物常规化学分析法，如物理常数的测定、有机元素定量分析及有机
官能团定量分析。
第四至第九章主要阐述了当今有机分析中重要的常用色谱分析方法，如柱色谱、气相色谱等。
第十至第十三章为波谱分析法，重点介绍了用于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的四大波谱，如紫外光谱、红外
光谱、核磁共振波谱及质谱。
每章均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有机分析》可作为高等农林院校生物科学、食品科学、环境科学等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
也可供相关专业和从事有机分析科学工作者选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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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有机分析的发展1二、有机分析发展现状及趋势1三、有机分析化学的学科性质与特点2四、有
机分析的一般步骤3第一章 物理常数的测定第一节 熔点的测定5一、熔点的测定方法5二、影响熔点测
定的因素10三、熔点与分子结构的关系10第二节 沸点的测定11一、沸点的测定方法12二、沸点的校
正13三、沸点与分子结构的关系14第三节 相对密度的测定15一、相对密度的测定方法15二、相对密度
与分子结构的关系17第四节 折射率的测定18一、阿贝折射仪的工作原理和构造18二、折射率的测定方
法20三、折射率与分子结构的关系21第五节 旋光度的测定22一、旋光度的测定方法22二、比旋光度的
计算23第六节 黏度的测定24一、黏度的测定原理24二、黏度的测定方法25思考题与习题27参考文献27
第二章 有机元素定量分析第一节 碳、氢的测定28一、测定原理28二、样品的燃烧分解和其它元素干扰
的消除29三、仪器装置30四、数据处理31第二节 氮的测定32一、杜马法33二、克达尔法34第三节 硫、
卤素的测定36一、氧瓶燃烧法36二、离子选择性电极法40三、微库仑法41第四节 有机元素定量分析的
自动化仪器分析方法42一、测定原理42二、测定过程43三、数据处理44思考题与习题44参考文献45第
三章 有机官能团定量分析第一节 有机官能团定量分析概述46一、官能团定量分析的特点46二、官能团
定量分析的一般步骤46第二节 不饱和度的测定47一、催化加氢法47二、卤素加成法49三、炔键氢的测
定51第三节 含氧化合物的测定52一、羟基化合物的测定52二、羰基化合物的测定58三、羧基和酯的测
定61第四节 含氮化合物的测定64一、胺类化合物的测定64二、硝基化合物的测定67第五节 糖类化合物
的测定70一、单糖的测定70二、双糖的测定72三、多糖的测定73第六节 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测定73一、
氨基酸的测定73二、蛋白质的测定74思考题与习题76参考文献77第四章 柱色谱第一节 色谱分析概论78
一、色谱和色谱分析78二、色谱法分类78三、色谱分析的特点80第二节 柱色谱的基本原理80一、柱色
谱概述80二、柱色谱的基本原理81第三节 柱色谱的基本设备85一、色谱柱85二、吸附剂86三、流动
相90四、有机物分子结构与柱色谱的关系91第四节 柱色谱的实验技术91一、色谱柱的选择91二、装
柱92三、加样92四、淋洗和接收93五、显色93六、柱色谱操作中应注意的问题94思考题与习题95参考
文献96第五章 薄层色谱第一节 薄层色谱概述97第二节 薄层色谱原理98一、薄层色谱的分类98二、薄层
色谱的基本原理98第三节 薄层色谱分析条件的选择100一、样品的性质100二、薄层色谱的固定相及载
体100三、薄层色谱的流动相103四、薄层色谱分析条件的综合选择104第四节 薄层色谱的实验技术105
一、薄层板的种类及制备105二、点样107三、展开方式107四、显色方法与技术109五、薄层色谱在农
业科学中的应用110思考题与习题111参考文献111第六章 现代分离技术第七章 气相色谱第八章 高效液
相色谱第九章 毛细管电泳第十章 紫外光谱第十一章 红外光谱第十二章 核磁共振波谱第十三章 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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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有机分析的一般步骤有机分析的对象是有机化合物。
而有机化合物可能是已知的，也可能是未知的。
已知的有机化合物在进行分析时，只需要针对性地选择分析方法对其含量进行测定，另外对物理常数
、元素组成及化学结构进行确认即可。
但对于未知有机化合物进行分析时，操作步骤非常复杂。
未知有机化合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前人已经研究过，并且查询的文献中也有记载，但对于分析者
来讲是未知的。
还有一类是全新的化合物，这类物质前人既没有研究过，文献中也查阅不到，如新合成的有机化合物
，或从天然动、植物体中提取和分离出来的新有机化合物。
现将分析有机化合物通常的步骤叙述如下：1．有机化合物的提取与纯化人工合成的或从天然动、植
物体中获取的有机化合物，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首先均要进行分离或提取。
一般根据混合物各组分之间化学性质的不同、极性及挥发性的差异，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分离。
其方法有溶剂浸取、液液萃取、索氏提取等，然后再对获取的粗产物进行纯化，去除杂质，其方法有
重结晶、升华、蒸馏或精馏、柱色谱、薄层色谱、固相萃取、超临界流体萃取等。
2．物理常数的测定一般液体有机化合物先测沸点，固体有机化合物测熔点。
如果熔点的熔程超过1℃，沸点范围超过3℃，或者提取的已知物偏离标准的熔沸点值，则表明提取样
品不纯，需继续进行纯化。
根据情况，还可测定其它一些物理常数，如折射率、相对密度、旋光性物质所需测的比旋光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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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分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以培养科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技术创
新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突出高等农林院校生物科学、食品科学、环境科学及动、植物生产等专业特
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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