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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成果。
在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项目课程或是任务引领型课程已然成为当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基
本取向。
因此，本教材在内容编排上紧紧围绕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立足行业发展的需要以及相
关技术领域和岗位的任职要求，以任务驱动为导向，将相关理论知识与实训任务有机融合在一起，融
“教、学、做”为一体，着力体现“项目教学、任务驱动；理实一体、课岗融合”的新型教学教改理
念，以突出强化学生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与提升。
本教材在整体内容上分为两大部分，即基础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及应用。
全书在实训任务的选择上，既考虑了实训内容的教学可操作性，同时注重真实工作情景的再现，做到
由易到难、由简入繁、简繁有度。
力求让学生在领到“任务”时对任务内容有真实感，在实训过程中有自信心，在实训结束时有成就感
。
而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上，将相关理论知识和分析操作技术的学习围绕任务驱动展开，从而使学生在“
学”与“用”、“知识”与“能力”之间形成良性跨越。
伴随学习性工作任务的完成,使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本教材由马惠莉、马振珠（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主编，李彦岗、刘杰副主编。
其中第1、2章由马惠莉（山西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3、7章由王朝霞（山西职业技术学院）编写，
第4、5章由魏雅娟（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6、12章由刘杰（内蒙古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编
写，第8、9章由李彦岗（山西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10、11章由杨秋菊（淄博职业学院）编写。
全书由马惠莉统稿，由晋卫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魏琴教授（济南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国家级教学名师）审稿。
两位教授在百忙之中不吝时间对本教材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编者在此深表谢意与敬意。
此外，编者还要向本教材的责任编辑表示真诚的谢意，全书从立项到全部书稿的完成均渗透了她的许
多心血。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还得到黑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宋南哲高级工程师、太原科技大学化工与生物工程
学院高竹青副教授、山西省建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申洪涛高级工程师、山西省建材行业管理
办公室行管部副部长郑晋宜、太原市德龙超细粉科技有限公司化验室主任姚香香工程师、中国建筑材
料检验认证中心赵小雨以及编者单位领导和同事的积极协助与支持。
总之，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编者向所有给予我们热诚关心、鼓励和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教材中所引用的图表、数据及相关论述的原著均列入书后的参考文献中，在此我们向原作者致以真
挚的敬意与谢意。
鉴于编者学识水平的局限，书中难免存有疏漏与不足之处。
在此恳请各位同行、学者和专家以及广大师生赐教、指正，以便我们今后更进一步修订完善，编者不
胜感激。
编者2011年05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化学综合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也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成果。

本书以任务驱动为导向,将相关理论知识与实训任务有机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理论、实践一体化”
的教学教改理念。
在内容编排上立足行业发展的需要以及相关技术领域及岗位的任职要求，融“教、学、做”为一体，
以强化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

本书可以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材料工程类专业和工业分析专业、本科学校的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等
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企业分析化验岗位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以及分析化验技术人员的学习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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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干扰组分的消除与分离分析的对象常常是比较复杂的，除待测组分外还含有多
种其他组分，尤其在矿物、天然产物中，伴生元素多，并且性质还很相近。
这些无疑给分析测定带来了干扰问题。
因此，在测定之前要将干扰除去或采取措施将干扰组分转变为不干扰的形式存在。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首先应尽量选择使共存组分对测定结果不产生影响的方法，即选择性好的方法；
或创造适宜条件提高测定方法的选择性，达到无需做处理便与排除干扰的目的。
干扰是指在分析测试过程中，由于非故意原因导致测定结果失真的现象（有意造成的失真称为过失！
）。
主要是由于样品中与待测组分性质相似的共存物引起的，或者是某种外因给出与待测组分相同的信号
响应，从而产生错误的结果。
干扰是产生分析误差的主要来源。
消除干扰是一门艺术，也是分析测试最耗时费力的一个环节。
消除干扰的主要方法是分离、富集和掩蔽。
在上述消除干扰的方法中，目前最普遍的是采用掩蔽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操作上商便、易行且有效。
其基本原理是采用加入一种被称为掩蔽剂的试剂，使其只与干扰组分发生化学反应，致使共存干扰组
分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从而消除干扰。
这种处理称为“掩蔽”。
（掩蔽原理将在本书第6章6.2.4中作系统介绍）。
在既没有选择性好的方法又无合适的掩蔽方法时，则必须进行分离处理以排除干扰。
分离得最基本要求是被测组分的损失可忽略不计。
干扰组分分离得越彻底越好！
常用的分离方法有沉淀分离、萃取分离、离子交换分离等。
但是，分离操作比较麻烦，并且在分离过程中被测组分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寻找其他消除
干扰的方法很重要。
在痕量分析中，往往测定的组分浓度很低，不能直接测定，也可应用分离的手段将被测组分浓集起来
，这种处理称为“富集”，借以提高试样中分析组分的含量而达到可直接测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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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析化学综合教程》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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