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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规划教材：仪器分析（第2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仪器分析学科的
发展及教学需求和生产实际修订而成的。
本书基本保留了第一版原有的特色、风格和编排体系，并进行了适当的增减。
修订时加强了常用仪器的使用介绍，更具实用性。
　　本书主要介绍最为常用的一些仪器分析方法，如光学分析介绍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红外吸收光
谱法和原子吸收光普分析法；电化学分析介绍电位分析法和库仑分析法；色谱分析介绍气相色谱法和
高效液相色谱法。
另外，简要介绍质增法。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规划教材：仪器分析（第2版）》适用于化工技术类、生物技术类、制药技
术类、食品类、环保类、轻化类等专业使用，也可供相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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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定性分析 1.已知物的鉴定 将样品的谱图与标准样品的谱图进行对照，或者与文
献中对应标准物的谱图进行对照。
如果两张谱图中各吸收峰的位置和形状完全相同，峰的相对强度一样，就可以认为样品是该种标准物
。
如果两张谱图不一样，或峰位置不一致，则说明两者不为同一化合物，或样品中可能含有杂质。
使用文献上的谱图时应当注意样品的物态、结晶状态、溶剂、测定条件及所用仪器类型等。
 2.未知物结构的测定 测定未知物的结构是红外光谱法定性分析的一个重要用途。
在分析过程中，除了获得清晰可靠的图谱外，最重要的是对谱图作出正确的解析。
所谓谱图解析就是根据实验所测绘的红外光谱图的吸收峰位置、强度和形状，利用基团振动频率与分
子结构的关系，确定吸收带的归属，确认分子中所含的基团或化学键，进而推定分子的结构。
图谱解析往往需要以下过程： （1）准备工作。
在进行未知物光谱解析之前，必须对样品有透彻的了解，如样品的来源、形态、颜色、气味等，它们
往往是判断未知物结构的佐证。
还应注意样品的相对分子质量、沸点、熔点、折光率、旋光率等物理常数，它们可作光谱解释的旁证
。
 （2）确定未知物的不饱和度。
由元素分析的结果可求出化合物的经验式，由相对分子质量可求出其化学式，并求出不饱和度。
从不饱和度可推出化合物可能的范围。
 不饱和度Ω的数值为化合物中双键数与环数之和（如三键的Ω为2），它表示了有机分子中碳原子的
不饱和程度。
计算不饱和度Ω的经验公式为： Ω=1—n4+n3—n1/2 式中：n4、n3、n1分别为分子中所含的四价元素
（通常为碳）、三价元素（通常为氮）和一价元素（通常为氢及卤素）原子的数目。
二价元素原子（如氧、硫等）不参加计算。
 当Ω=0时，表示分子是饱和的，可能为链状烷烃及其不含双键的衍生物； 当Ω=1时，可能有一个双
键或一个脂环； 当Ω=2时，可能有两个双键或两个脂环，可能有一个双键和一个脂环，也可能有一个
三键； 当Ω=4时，可能有一个苯环等，以此类推。
 （3）图谱解析。
获得红外吸收光谱图以后，即进行谱图的解析。
谱图解析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程序可循，一般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一般顺序：通常先观察官能团区（4000～1300cm—1），可借助于手册或书籍中的基团频率表，对
照谱图中基团频率区内的主要吸收带，找到各主要吸收带的基团归属，初步判断化合物中可能含有的
基团和不可能含有的基团及分子的类型。
然后再查看指纹区（1300～400cm—1），进一步确定基团的存在及其连接情况和基团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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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规划教材:仪器分析(第2版)》适用于化工技术类、生物技术类、制药技术类、食
品类、环保类、轻化类等专业使用，也可供相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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