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仪器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实用仪器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301055960

10位ISBN编号：730105596X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杨根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02出版)

作者：杨根元 编

页数：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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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用仪器分析>>

前言

仪器分析是医学检验专业和药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能掌握仪器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知识和常用仪器的基本操作技
能，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和今后的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为了提高医学院校仪器分析课的教学质量，需有一本适用的好教材。
本书第3版自2001年问世以来，经全国近20所医学院校多年使用，学生学、教师讲都得心应手，是一本
比较理想的教材：其选材适当、深浅适宜、符合教学大纲要求；内容安排紧凑、简明扼要、针对性、
实用性强；文字流畅、易读易懂；专业名词及计量单位的使用比较规范；紧密结合专业，并且书中融
入了编者的教学经验。
鉴于第3版的使用已近10年，为满足教学需要，现修订出第4版。
在修订新版时，编者们既虚心接受了各院校在使用中的意见和建议，也考虑到仪器分析发展迅速的现
实，对各章内容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作了精简，有的适当增补了一些新内容，有的进行了重写
，还新增加了毛细管电泳、联用技术、计算机与自动化分析、原子荧光分光光度法等内容。
总之，本版篇幅有所增加，内容比前一版更加丰富。
在修订中我们始终贯彻“实用”两字，力求使修订后全书质量和水平在原有基础上有明显提高，使其
更具专业特色，针对性、实用性更强。
全书（以编写章次为顺序）由杨根元（前言、第l、11、14、16、17章）、徐葆筠（第1、18、19、21
、22章）、于铁力（第2、5、10章）、黄亚励（第3、4章）、徐德选（第6、7、8章）、刘坤（第9
、12、20章）、张克凌（第13、15、23章）等7人参加编写。
本书初稿经主编、副主编、主审进行审阅，编者修改后，再由主编统稿。
全书文字的润饰、统一由主编和主审共同完成。
本教材供医学检验专业、药学专业本科教学使用，也可供卫生检验、营养学、法医学、生物工程、分
子生物学、化学化工、环境分析等专业使用。
有关专业科技人员及分析工作者也可作参考。
本教材采用了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书中化学名词遵照1991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
《化学名词》统一使用。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出版的优秀教材和专著，引用了其中某些数据和图表等，在此向
有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编委会特请青岛大学医学院徐葆筠教授担任主审。
期望他以深厚的学术造诣、丰富的教学经验，把好质量关，使本教材编写得精辟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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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仪器分析(第4版)》根据医药界实际应用的需要，介绍了光谱分析、电化学分析、色谱分析
等常用仪器分析方法的原理和应用，还介绍了发展中的新方法和技术，以及高效毛细管电泳、自动分
析技术、生物试样前处理等内容。
《实用仪器分析(第4版)》可作为医学检验专业和药学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供卫生检验、营养学、法医
学、生物工程、分子生物学、化学化工、环境分析等专业使用。
有关专业的科技人员及分析工作者也可用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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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 仪器分析的发展分析化学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
20世纪头25年，分析化学已经确立为一门科学，那时建立起来的是经典的化学分析。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生产科研的需要，加之物理学和电子学的发展和渗透，仪器分析开始发展
起来。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段时间，工业生产和新兴科学领域对分析化学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
如对试样中痕量组分进行测定、对食品中痕量农药残留量的测定、蛋白质分子中二十几种氨基酸的测
定及其排列顺序的推断等等。
这样，经典的化学分析已不再能适应新的要求，需要寻求新方法。
分析化学家为了解决一系列新课题，广泛地吸收了各学科的新成就，工业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
发展新方法提供了客观条件。
于是，各种类型的仪器分析方法便迅速发展起来，它们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化学分析共同奠定了现代
分析化学的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化学进入第三次大变革时期，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分析化学提供更多
更全面的信息。
这一时期分析化学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如电子计算机、激光等，结合生物学和数学建立了
许多仪器分析的新方法、新技术，仪器分析在现代分析化学中已取代了化学分析的主导地位，当代仪
器分析正展现出极大的活力。
以上概括地介绍了仪器分析的发展情况。
现就各种仪器分析方法的发展，再做进一步的简略介绍。
1.光谱分析光谱分析发展较早，建立于19世纪60年代，20世纪3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
其中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原子发射光谱分析，它已有160年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是唯一的原
子光谱法，40年代中期由于电子学中光电倍增管的出现，促进了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红外光谱法、紫
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和X射线荧光光谱法的发展。
50年代，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促进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原子荧光光谱法的兴起。
60年代，等离子体、傅里叶变换和激光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光谱分析的深入发展。
70年代，出现了等离子体一原子发射光谱分析、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激光光谱法等一系列分析技
术。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发展起来的激光共振电离光谱法，它的灵敏度达到了极限，可以检测单个原子。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经20年的发展，现在已被公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常规分析技术之一。
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在50年代后期发展势头减弱。
红外光谱法在50年代问世，70年代推出了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现已日趋完善。
2.电化学分析电化学分析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
作为分析手段，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了电解分析，也称电重量法。
20世纪初迅速发展了电位滴定法，20年代制成玻璃电极，不但可简捷地测量溶液pH，也为电位分析中
的酸碱滴定创造了条件。
电导滴定始于20世纪初，40年代出现了高频电导滴定。
30年代已发展了各类电滴定法。
1922年海洛夫斯基（J.Heyrovsky）首创了极谱分析，并发展为极谱学，标志着电化学分析已迈进了新
的历史阶段。
60年代，离子选择电极和固定化制作的酶电极相继问世，促进了电位法的发展。
70年代，又推出了化学修饰电极，发展了多种生物传感器和微电极伏安法，适应了生物分析和生命科
学研究的需要。
80年代，在研究开发化学修饰电极、超微电极、纳米电极、光导纤维化学传感器等方面，在技术上和
应用上都、得到了很大进展。
综观电化学的发展，目前正呈现出蓬勃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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