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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析化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分析化学课程的内容十分丰富。
分析化学作为工科院校化学化工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一门基础课，传统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
理念已不能满足课程发展和教学改革的需要。
如何在保持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大量的内容进行取舍，使之既能够体现工科院校教学特点
，满足社会和工科院校对分析化学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和需要，又能使学生对课程整体及学科发展前
沿有所了解，这就是本教材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本书是作者近几年在承担完成教育部多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国家工科化学教学基地建设和分析
化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对分析化学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和实践的经
验总结。
　　本书力求在更新内容和保持体系相对完整的前提下，突出工科特色，满足教学需要，尽量减少与
无机化学教材之间的重叠，精练内容，反映学科进展，力求能够满足后续课程对分析化学的需要。
　　本书力求在以下几方面突出特色：　　（1）改变传统编排体系，将众多分析方法按大类编写，
同时加强仪器分析内容，突出工科特点，符合发展趋势及社会需要。
　　（2）内容精简合并，全书共分为九章。
将滴定分析缩写成一章，强调方法的共性。
将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波谱及质谱等重要的有机分子结构测定方法缩写成波谱分析一章，突出方法原
理和应用，强化对谱图的解析和化合物结构的确定。
　　（3）内容选择与时俱进，增加新知识，强调对学习者创新意识方面的培养，交代清楚各种分析
方法的发展脉络。
　　（4）适应少学时、多媒体教学需要。
　　由本教材作者研制的《分析化学电子教案》已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多年，受到了兄弟院校的欢
迎。
为使教材与电子教案更好配合，发挥多媒体教学的最佳作用，借本教材出版之际，一并对其进行了全
面改版。
新版内容全面、重点更加突出；整体色彩协调、清新淡雅，使用效果良好，增加了部分新制作的动画
，突出多媒体教学特色；另有研制的各种分析化学网络虚拟实验室教学软件，与课程配套使用，将起
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需要者可与出版社或作者联系。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刘志广（第1、2、5、6章）、丁保军（第3章）、郭慧敏（第4章）、宿艳
（第7、9章）、潘玉珍（第9章）、张永策（习题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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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作者根据近年来分析化学学科进展，在总结教学
改革和分析化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经验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覆盖误差与数据处理、滴定分析、各种仪器分析方法及有机分子结构测定方法
等。
将滴定分析内容精练成一章，突出方法的共性；扩展了仪器分析及较多新知识，以适应工科院校分析
化学课程教学中对仪器分析内容日益增加的需要。
全书结构新颖、内容精练、特色突出，特别适合工科少学时分析化学课程教学需要，并配有制作精美
、经过多年使用、效果良好的电子教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分析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从事理化分析检
验工作的人员参考及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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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发展快速分析　　对于不稳定的和瞬态物种，如自由基、激发态原子等以及高速反应产物
的测定是分析化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在许多化学反应中的瞬变机理和快速反应动力学的研究中起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线、实时以及活体内原位分析都已成为现实。
　　（3）发展结构分析和形态分析　　迄今人们所认识的化合物已超过2200万种，而且新合成的化合
物种类仍在快速增加。
许多不同价态的离子或化合物的异构体往往其活性或毒性差别很大。
此外，确定新物质结构及了解化合物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已成为许多学科关心的重要课题，由此推动了
分子结构分析技术如核磁共振分析、质谱分析、红外光谱分析和激光拉曼光谱分析等的迅速发展。
　　（4）联用技术和智能化、微型化仪器发展迅速　　微电子工业、微型计算机的发展推动了两种
或多种分析技术的联用，为解决复杂物质分析和提高分析速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例如，色谱一质谱、色谱一红外等联用技术，充分发挥了色谱的强分离能力和质谱、红外光谱对分子
结构的强鉴别能力，成为解决复杂物质分离与结构分析的有力手段，是仪器分析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
分析仪器与计算机的结合出现了智能化的分析仪器，极大地提高了分析仪器提供信息与处理信息的能
力，提高了仪器操作的自动化程度，扩充了分析化学的应用领域。
分析仪器乃至整个分析系统全过程的微型化、集成化、自动化、便携化一直是分析化学工作者努力研
究和希望实现的目标，微流控分析芯片则是实现这一整体目标的成功尝试。
它的出现备受关注和重视。
目前该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分析化学学科最活跃的领域和发展前沿。
　　分析化学一百多年来成功实现的三次变革和主体的转移（由以化学分析为主向以仪器分析为主的
转移，由以无机物为研究对象向以有机物、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转移），奠定了分析化学在化学学
科中的地位，成为化学学科中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基础学科。
明天的分析化学将在生命、环境、能源和材料等领域，朝着更高灵敏度（原子、分子级水平）、更高
选择性（复杂体系）、更快速（飞秒级水平）以及智能化、自动化、微型化的纵深方向发展。
图l一1简要给出了分析化学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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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分析化学》是作者近几年在承担完成教育部多项教
学改革研究项目、国家工科化学教学基地建设和分析化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对分析化学教
学内容、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和实践的经验总结。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覆盖误差与数据处理、滴定分析、各种仪器分析方法及有机分子结构测定方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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