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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知识、信息急速增长。
对这一切，分析化学功不可没，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与保障作用。
与此同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分析化学技术的进步。
分析化学，作为化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已经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领域,以致今天几乎没有一
个行业可以离得开分析化学。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分析技术的水平，已经日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
志之一。
因此，各行各业都很重视与本领域相关的分析技术的提高和发展。
在实际工作中，分析工作者常常希望手头能有一本内容全面又简单明了的分析化学工具书，供其随时
查阅。
本手册正是为适应上述需要而编写。
本书内容全面、系统，包含4部分：分析化学基础、分析测试仪器、实验操作技能和常用数据资料。
分析化学基础部分论述主要分析技术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分析方法及应用，包括化学分析、原子
光谱分析、分子光谱分析、X射线光谱分析、质谱法、波谱法、色谱法、电化学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
的数据处理；分析仪器设备部分介绍了70多种最新常用分析仪器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使用和维护
知识；实验操作技能部分阐述了化验室常用设备与器皿及其使用方法，有关的操作技能；常用数据资
料部分汇集了各种重要的分析化学数据资料。
本书力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映当代分析化学的最新面貌，为广大分析化学工作者以及从事与分
析检测有关联的工作人员提供一本实用、方便，又简单明了的常备工具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测试研究所、钢铁研究总院测试研究所、中实国金国际实
验室能力验证研究中心、仪器信息网以及化学工业出版社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支持，在此谨致
谢忱。
许多专家曾为本书的编写提出建议或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恕不一一列举。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予以指正。
编著者2012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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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工作者手册：分析化学实验室手册》是一本利于实验室工作的手册，但它又远远超越了实
验室的范畴，可以说是一本浓缩版的分析化学百科全书，涵盖了分析化学基础、分析测试仪器、实验
操作技能和常用数据资料。
本书理论与实践兼备，内容丰富、简明、实用、新颖，对专家、经验丰富者是一本工具书，对入门不
久的分析工作者是一个好帮手，对关心分析检测的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者可以从中找到想要的资料，汲取有价值的知识。
　　《化学工作者手册：分析化学实验室手册》可供广大实验室分析检测工作者、分析化学研究人员
阅读和参考，还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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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原子的外层电子在获得足够能量后，有可能发生电离。
使原子电离所需要的最低能量称为电离电位。
原子失去一个电子，称为一次电离，再失去一个电子，称为二次电离，依次类推。
元素的电离电位可从有关手册中查到。
离子外层电子跃迁时发射的谱线称为离子线。
每条离子线都有相应的激发电位。
这些离子线激发电位的大小与电离电位的高低无关。
 通常用罗马字Ⅰ表示原子发射的谱线，Ⅱ表示一次电离离子发射的谱线，Ⅲ表示二次电离离子发射的
谱线。
例如，Na（Ⅰ）589.5923nm表示原子线，Mg（Ⅱ）280.2700nm表示一次电离线。
原子或离子的外层电子数相同时，具有相似的谱线，如Na（Ⅰ）、Mg（Ⅱ）、Al（Ⅲ）的谱线很相
似。
同理，周期表中同族元素通常也具有相似的谱线。
 光谱图上出现谱线的数目与样品中被测元素的含量有关系。
含量高时，同时出现的谱线数目比较多，含量低时则比较少，如果含量（或浓度）不断降低，强度弱
的谱线就从光谱图上消失，接着是次强的谱线消失，当含量降至一定值后，就只剩下坚持到最后的谱
线，称为最后线或最灵敏线。
最后线通常是元素谱线中最易激发或激发能较低的谱线，如元素的第一共振线。
各元素最后谱线的波长，可从专门的元素光谱波长表中查得。
由于工作条件不同和存在自吸收，元素的最后线不一定就是最强的线。
 对于每种元素，可选择一条或几条谱线作为定性或定量测定所用的谱线，这种谱线称为分析线。
 （2）谱线的自吸与自蚀 在激发光源高温条件下，以气体存在的物质为等离子体（plasma）。
在物理学中，等离子体是气体处在高度电离状态，其所形成的空间电荷密度大体相等，使得整个气体
呈电中性。
在光谱学中，等离子体是指包含有分子、原子、离子、电子等各种粒子电中性的集合体。
 等离子体有一定的体积，温度与原子浓度在其各部位分布不均匀，中间部位温度高、边缘低。
其中心区域激发态原子多，边缘处基态与较低能级的原子较多。
元素的原子从中心发射某一波长的电磁辐射，必然要通过边缘到达检测器，这样所发射的电磁辐射就
可能被处在边缘的同一元素基态或较低能级的原子吸收，接收到的谱线强度就减弱了。
这种原子在高温发射某一波长的辐射，被处在边缘低温状态的同种原子所吸收的现象称为自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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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析化学实验室手册》内容丰富、简明、实用、新颖，对专家、经验丰富者是一本工具书，对入门
不久的分析工作者是一个好帮手，对关心分析检测的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者可以从中找到想要的资料，汲取有价值的知识。
《分析化学实验室手册》可供广大实验室分析检测工作者、分析化学研究人员阅读和参考，还可供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工作者手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