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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仪器分析在药学、医学检验、食品工程、生物技术、预防医学、环境工程
、化妆品等各行业应用广泛，因而编写一本适合于上述领域的高职层次教学的仪器分析教材尤为重要
。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根据高等职业教育仪器分析课程的基本要求和课程标准，组织各学校多年从事高
等职业教育仪器分析教学的教师，在总结多年的教改和教学经验，并结合学科特点和当今仪器分析发
展情况的基础上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除绪论外共分十章，重点介绍了当今仪器分析中最常用的电位分析法、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
、红外吸收光谱法、荧光分析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气相色谱分析法、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薄层色
谱法等。
本教材紧扣高等职业教育药学、医学检验、食品工程、生物技术、预防医学、环境工程、化妆品等领
域人才的培养目标，体现了以能力培养为本位的职教特色，组织各章教学内容时，把握“适度、够用
”原则，淡化学科的系统性，认真贯彻“立足实用，强化能力，注重实践”的精神，尽力做到内容新
颖、实用。
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渗透着“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例如，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材编写了具有科学性、趣
味性和实用性的应用“案例”、知识“链接”等；为帮助引导学生自学，在每章前面列有“学习目标
”，后面列有本章“小结”，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要点；为便于学生自我测试学习效果，在每章后附
有题型多样且具有启发性的习题；为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本教材配套编写了《仪器分析实验实
训》教材，每种方法均编写有多个以掌握基本操作为目的的基础实训项目，同时也编写了若干综合实
训项目，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本教材由张威主编和统稿。
其中第一章由张威编写，第二章由李明梅编写，第三章由赵斌编写，第四章由石云编写，第五章由蔡
自由编写，第六章由陈凯编写，第七章由陈宗治编写，第八章由孙荣梅编写，第九章由商传宝编写，
第十章由姚丹丹编写，第十一章由丁丽燕编写。
限于编者对职教教改的理解和教学经验，书中难免存在疏漏，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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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重点介绍了当今仪器分析中最常用的电位分析法、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红外吸收光谱法、
荧光分析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气相色谱分析法、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薄层色谱法等。
    本教材编写了具有科学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应用“案例”、知识“链接”；每章前面列有“学习
目标”，后面列有本章“小结”；每章后附有题型多样且具有启发性的习题。
另外，本教材还有配套的《仪器分析实验实训》教材，旨在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药学、医学检验、食品工程、生物技术、预防医学、环境工程等专业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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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物理干扰与消除物理干扰是指试样溶液在原子化过程中，由于试样物理性质如黏度、表面
张力、雾化气体压力以及溶剂蒸气压等发生改变而引起的干扰，亦称基体效应。
在火焰原子吸收分析中，试液的性质发生任何变化或是存在大量基体元素时，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原子化效率，导致原子吸收信号强度的改变，继而影响到吸光度的测定。
物理干扰对试样中各元素的影响基本相同。
消除物理干扰方法有：配制与待测试液具有相似组成的标准溶液；应用标准加入法进行定量分析；被
测试液浓度较高时应将溶液稀释；在试液中加入适当的有机溶剂既可消除干扰又能提高分析的灵敏度
。
二、化学干扰与消除由于试液在转化为自由基态原子的过程中待测元素与共存元素发生化学作用而产
生的干扰效应称为化学干扰，主要影响待测元素化合物的熔融、蒸发和解离过程，从而引起原子吸收
信号强度的改变。
这类干扰是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中干扰的主要来源，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需针对特定的样品和实
验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通常消除化学干扰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使用释放剂  当被测元素与干扰元素在火焰中生成稳定的化合物时，加入另一种物质和干扰元素
形成更稳定、更难挥发的化合物，将待测元素释放出来，这种加入的试剂叫做释放剂。
其加入量要达到一定量时才能起到释放作用，最佳加入量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
常用的释放剂有氯化镧和氯化锶等。
（2）使用保护剂  所谓保护剂是指它能使被测元素不与干扰元素生成难挥发、难解离的化合物，可避
免被测元素受到干扰。
如EDTA作保护剂可抑制磷酸根对钙的干扰，8-羟基喹啉作保护剂可抑制铝对镁的干扰。
（3）使用缓冲剂  在试液和标准溶液中加入大量含有干扰元素的试剂，使干扰的影响不再发生变化以
达到消除干扰的目的，这种含有干扰元素的试剂叫做缓冲剂。
例如，用N2O-乙炔火焰测定钛时，铝抑制钛的吸收。
当铝浓度大于200ug／ml时，干扰趋于稳定，可消除铝对钛的干扰。
缓冲剂的加入量，必须大于吸收值不再变化的干扰元素的最低限量。
应用这种方法往往明显地降低灵敏度。
在以上方法都不能达到效果时，可利用化学方法将被测元素与干扰元素分离，然后进行测定。
例如，有机溶剂萃取、沉淀分离、离子交换法等分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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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仪器分析》：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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