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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离心技术是利用不同物质之间的密度、形状和大小的差异，用离心力场对悬浮液中的不同颗粒进行分
离和提取的物理分离分析技术，它广泛用于生物学（生物工程和生物制品等)、医学、化学、化工等领
域，而其设备——离心机是这些领域的必备设备。
关于离心技术，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起陆续出版过一些专著，各有侧重，几种书籍综合起来对该技术
叙述较全面。
国内这方面还没出过专著，而各科研单位和高校根据教学需要自编讲义，由于各自要求不同，这些讲
义的重点也不同，而且大部分是内部材料，社会上难以共享。
本书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实验室仪器学会离心机专业委员会的几位委员集体编写而成，他们长期从事
离心机的工程研究、离心技术的应用研究和教学。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内容较全面的离心技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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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离心技术是利用不同物质之间的密度等差异，用离心力场进行分离和提取的物理分离分析技术，广泛
用于生物学、医学、农学、化学、化工等领域。
本书对离心分离技术从原理到实践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尤其重点介绍了在生物学科研和生产中的实
例。
因此，在离心分离技术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中，本书可起到工具书的作用。
　　本书可供生物学、农学、医学、化学、化工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实验室人员、管理人员和设备维
修人员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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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离心机发展与离心技术概述1.1 国外实验室离心机的发展概况在透明的玻璃杯中倒人开水，在北
京等水质偏硬的地区就能看到一闪一闪的小片状物慢慢下沉，稍大一些的沉得快一些。
过一段时间就能看到杯底有一层白的水碱。
这个现象实际上是水碱颗粒在玻璃杯水中受自身重力作用而发生的沉降，它完成了水碱颗粒和水之间
的分离。
在地球引力场中，任何物体都受其质量与重力加速度之积大小的重力作用，质量越大，重力就越大，
沉底的速度就更快。
在玻璃杯中泡茶时也发生类似的现象。
在人们的生产实际中，很多情况下把含待沉淀物质的液体在大容器或大槽中搁置很长时间以达到沉淀
的目的，当然这太费时，效率太低。
为了加大分离能力，人们制造了离心机（centrifuge），当其转子高速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加速度是重力
加速度（g，981cm／s2）的很多倍，所受的力是重力的很多倍，分离能力也提高了很多倍。
在自然搁置状态下需一整天才能完成的沉淀在离心机里可能几个小时或更短时间内就能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自然搁置状态下根本无法分离的操作在离心机中就能实现。
光学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观察到细菌，离心机则使人们提取到细菌以及后来的病毒，如肝炎病毒等。
用离心机对样品进行分离、纯化和提取的操作统称为离心分离操作，其技术为离心分离技术，简称离
心技术（centrifugation），是本书的内容。
离心机的应用很广泛，本书将着重介绍其在生物学实验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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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离心分离》将离心机技术介绍得最详细、最全面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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