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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波谱》介绍了质谱、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氢谱、核磁共振碳谱和二维谱的基本原理
，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光谱特征，图谱解析及应用。
全书共分6章，前5章介绍各谱学的基本原理、图谱信息和图谱分析的方法，最后一章介绍多谱综合解
析和图谱检索。

本书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力求通俗易懂，浓缩了与解题关系不大的物理概念、数学公式推导的描述，
加强了与解析图谱技巧有关的训练，编写了较多的例题和习题。
书末给出习题参考答案。

《有机波谱》主要作为理工科院校化学、化工类研究生的教材，可供相关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选用
，也可供从事化学、医药、石油化工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本书由王鹏、冯金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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