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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热分析与量热仪及其应用》与第一版《热分析仪器》相比，做了较大的修订和增补。
增补了常用热分析（DSC，TG）仪器的检定规程和指标、验收方法和标定等内容，使读者易于评价仪
器的优劣和掌握一些规范操作。
现代热分析仪器绝大多数配置计算机，用以数据采集、存贮和数据处理等，而计算机常常受到病毒的
感染，使热分析仪器不能正常工作，为此在书中简明叙述了计算机病毒的一些基本知识以及如何避免
或减少计算机病毒感染。
现代热分析仪器大多应用数据库技术，数据库技术和数据处理已成为计算机的核心。
本书简单介绍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以及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
近年以瑞士Mettler Toledo公司为代表开发了一种称作TOPEM的多频温度调制差示扫描量热技术，仅一
次实验便可测定准稳态比热容和宽频范围的频率依赖的复合比热容（实部比热容和虚部比热容）。
而且，从测试的数据中直接测定显热流和潜热流，直接对应于可逆热流和不可逆热流，简述该项技术
的原理。
在量热学部分介绍量热学的基本原理及微量量热仪的分类。
扼要介绍热分析在药物、矿物和高聚物等方面以及量热技术在生物化学等方面的应用。
以高聚物热分析为例，阐述其在表征聚合物转变、反应和特性参数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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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各类热分析与量热仪的原理、基本结构、元件和单元；各类热分析与量热仪及标志
仪器性能的各项指标，表征实验数据质量的各项参数；影响实验结果的各种因素和各项标准实验方法
；数据库的建立、维护与查询，以及计算机病毒的一般性常识；并以聚合物、药物和矿物为例，列举
了典型应用，以及微量量热技术在诸多方面的应用；仪器的常见故障处理等。
     本书可供热分析与量热学科研与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供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工厂等有关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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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4.1热分析仪的演变与发展 热分析方法是仪器分析方法之一，它是与紫外分光光度法、红外光
谱分析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电子能谱分析法、扫描电子显微镜法、质谱分析法和
色谱分析法等相互并列和互为补充的一种仪器分析方法。
热分析技术是在程序温度（指等速升温、等速降温、恒温或步级升温等）控制下测量物质的物理性质
随温度的变化，用于研究物质在某一特定温度时所发生的热学、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磁学等物
理参数的变化。
由此进一步研究物质的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研究反应规律；制定工艺条件等。
1887年法国的Le Chgtelier使用了热电偶测量温度的方法，对试样进行升温或降温来研究黏土类矿物的
热性能，获得了一系列黏土样品的升、降温曲线，根据这些曲线去鉴定一些矿物样品。
此外，他使用了高纯度物质（如水、硫、硒、金等）作为标准物质来标定温度。
为了提高仪器的灵敏度，以便观察黏土在某一特定温度时的吸热或放热现象，他采用了分别测量试样
温度与参比物温度之差的差示法读得数据，第一次发表了最原始的差热曲线。
为此，人们公认他为差热分析技术的创始人。
1899年，英国人Roberts-Austen改进了Le Chatelier差温测量时的差示法，他把试样与参比物放在同一炉
中升温或降温，并采用两对热电偶反向串联，分别将热电偶插入试样和参比物中测量，提高了仪器的
灵敏度和重复性。
另一种重要的热分析方法是热重法。
热重法使用的仪器是热天平。
1915年日本的本多光太郎发明了第一台热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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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热分析与量热仪及其应用(第2版)》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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