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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紫外光谱（UV）、红外光谱（IR）、核磁共振氢谱（1HNMR）、核磁共振碳谱
（13CNMR）、二维核磁共振谱（2D-NMR）、质谱（MS）、色谱一质谱联用（LC-MS），以及光谱
分析在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中的应用实例。
本书重点介绍了核磁共振氢谱、核磁共振碳谱、二维核磁共振谱和质谱的主要原理、技术方法和应用
。
结合编者科研工作介绍了有关光谱分析联用技术，选编了一些不同结构类型的天然产物的综合分析图
谱和结构解析，供读者练习应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本书主要供药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从事有机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化学、生物化学
和有关专业的人员学习使用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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