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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红外光谱分析作为一种现代快速无损分析技术，在我国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目前的研究较多偏于应
用，深入的理论分析相对较少，影响了其在我国的准确运用。
严衍禄、陈斌、朱大洲等编著的这本《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立足于作者团队近30年
来从事近红外光谱分析研究的经验与思考，从应用物理与应用光谱的视角出发，围绕微观与宏观两个
层面的物理过程与信息流程，对该技术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梳理与解析。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提出了近红外光谱分析的“真实光谱”
与“表观光谱”等概念。
样品的真实光谱唯一决定于样品特征，决定了分析应用的范围；表观光谱是指实际测定的样品光谱，
其中除了包含样品待测量的确定信息外，还包含了仪器参数、环境参数、进样参数、样品背景成分等
不确定的信息。
分析过程中它们形成了两种相对独立的信息传递流程，并决定了模型与分析的性能，成为分析的主要
困难。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针对这两种信息，提出用“校正”与“包容”的思想来破解
分析的难点，介绍了近红外光谱分析的信息采集、信息关联、结果信息提取三个环节，提出了近红外
光谱分析的限制性因素、预判参数与分析性能评价体系。
并结合信息传递的流程，详细介绍了近红外光谱分析的操作步骤、应用方案以及在农业、食品、药品
等领域的典型应用。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通过对近红外光谱分析信息流程的梳理，使分析的复杂过程
成为容易理解的、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可帮助分析人员正确掌握、操作与应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

作者简介

严衍禄，1936年生，中国农业大学信电学院(退休)教授。
历任生物物理教研室主任、农业物理专业主任、应用物理系主任、校中心实验室光谱研究室主任等职
。
1992年获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基础研究与农业应用研究(研究成果国家登记号911860)。
主持或参加了多项有关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七五”、“八五”、“九五”、“十
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仪器分析》与《现代仪器分析》。
在《近代付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技术及应用》等多部著作中撰写近红外光谱分析相关内容。
2005年主编《近红外光谱分析基础与应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陈斌，1962年生，博士、研究员，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食品与营养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近
红外光谱在航天食品与中药质量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朱大洲，1981年生，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副研究员，曾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获北
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从事近红外光谱在农业与食品中的应用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

书籍目录

1 近红外光谱分析概述
  1.1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技术特征
  1.2 破解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难点的基本思想与技术思路
  1.3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技术方案
  1.4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技术要点与几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2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样品真实光谱
  2.1 近红外光谱样品信息的加载
  2.2 分子振动与近红外光谱
  2.3 近红外光谱分析中样品信息的多元性
3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样品表观光谱
  3.1 样品的表观光谱
  3.2 近红外光谱测量仪器
  3.3 近红外光谱测量方式
  3.4 近红外表观光谱测量信息的多元性
4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信息采集与信息流程
  4.1 近红外光谱分析指标的可行性评估
  4.2 样品集的收集、挑选、制备与保存
  4.3 建模样品集参比值的测定及其对近红外定量分析结果的影响
  4.4 近红外光谱信息采集概述
  4.5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两种信息流程及其对分析的限制
5 近红外分析的光谱测量技术
  5.1 准确测量样品近红外光谱的前提条件
  5.2 近红外分析光谱测量方式的选择
  5.3 近红外分析光谱测量参数的设定
  5.4 近红外分析选择光谱测量方式的实例
6 近红外光谱信息的预处理
  6.1 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背景校正的方法与时机
  6.2 近红外光谱确定信息的背景校正
  6.3 近红外光谱不确定信息的背景校正
7 近红外光谱对复杂样品的定量分析
  7.1 复杂样品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的基本步骤
  7.2 近红外定量分析模型的建立与优化
  7.3 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常用建模方法原理
8 近红外光谱的定性分析
  8.1 概述
  8.2 近红外光谱定性特征信息的提取与表达方式
  8.3 近红外光谱定性分析过程中的建议
9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限制性因素与预判参数
  9.1 近红外分析中待测量的光谱特征对分析的限制
  9.2 近红外分析的参比值矩阵对分析的限制
  9.3 近红外分析的光谱矩阵对分析的限制
  9.4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预判参数
10 近红外光谱分析结果的评价参数
  10.1 近红外光谱分析评价参数的国内外概况
  10.2 评价近红外光谱分析模型性能的基本参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

  10.3 评价近红外光谱分析模型性能的指标性参数
  10.4 指标性参数之间的关系
  10.5 模型信息与分析性能评价参数、预判参数之间的关系
11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农业上的应用
  11.1 概述
  11.2 近红外光谱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定量分析
  11.3 近红外光谱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定性分析
12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液态食品检测中的应用
  12.1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果汁检测中的应用
  12.2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蜂蜜品质检测中的应用
  12.3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食用植物油检测中的应用
  12.4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乳制品检测中的应用
13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固态食品检测中的应用
  13.1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水果品质检测中的应用
  13.2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肉制品检测中的应用
  13.3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茶叶品质检测中的应用
  13.4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其他固态食品检测中的应用
14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化学药品检测中的应用
  14.1 近红外光谱在药物分析领域的发展史
  14.2 近红外光谱用于药物分析的指导原则
  14.3 药物分析对近红外光谱仪的要求
  14.4 近红外光谱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
  14.5 研究动态与发展方向
15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中药质量控制中的应用
  15.1 概述
  15.2 近红外光谱分析在中药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15.3 展望
附录一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与仪器的相关名词术语
附录二  近红外光谱分析信息处理相关名词术语
附录三  仪器的选型、安装调试、正确使用与日常维护
附录四  国内外近红外光谱分析相关标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原理、技术与应用>>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收集建模样品集是近红外光谱分析中工作量比较大的一个步骤。
对于农作物样品，以小麦样品为例，应充分考虑不同栽培品种和资源品种、同一品种的不同产地、同
一产地的不同栽培方式等都会对样品的内部化学成分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以烟草为例，除充分考虑上
述变化外，还要考虑不同等级分类及烘烤效果的样品；而中药样品还要考虑炮制工艺波动可能产生的
质量波动。
 对工业生产的样品，要充分考虑原料来源的不同、不同的配方、不同的牌号，同一牌号的不同批次及
同批次内质量波动的样品。
 对于多组分、复杂的天然产物而言，要将全部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收集到是非常困难的，也几乎是不可
能的，因此，天然产物的近红外模型建立过程是需要不断验证、完善的过程。
 还有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样品，如酿造过程或微生物化工过程的样品，从收集样品到测定近红外光谱
及标准实验室分析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因为收集到的这类样品其内部生化反应仍在进行，需要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对其进行近红外光谱扫描，同时标准实验室分析要同步进行；保证收集到的样品能反
映生产现场的实际样品，同时保证近红外扫描过的样品内部化学成分与光谱一一对应。
 检验样品集的收集要与建模样品集的方法相同，只是样品的数量可以相对小一些；检验样品集的代表
性非常重要，否则难以说明模型的质量，同时对模型应用可能带来比较多的不确定危害。
 4.2.2样品集的挑选 综合考虑样品复杂背景因素导致收集到的样品数量可能会非常多，之所以要对样品
进行挑选，主要因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①大量样品中不可避免会存在性质或组成非常相近的
样品，也就是说部分样品的信息相似或者重叠；②大量的样品都进行标准实验室化学分析，其工作量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化学分析数据的误差也会作为变量引入到近红外模型中；③建立模
型的光谱数量越多，优化计算模型的时间越长，工作量也会随着样品的增加而增大。
因此需要对收集到的样品集进行挑选。
 对于具有生物活性的、时效性很强的样品，对其进行样品挑选的难度比较大。
只能根据反应的进程对样品进行评估，只有当收集到一定数量的样品光谱和对应的化学分析数据后，
对信息相似的样品进行剔除。
 样品集的挑选方法比较多，挑选方法分为人工挑选和计算机挑选。
 ①人工挑选：对于复杂样品如天然产物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水果、中药等）应充分考虑其产地、品
种、年份、栽培方式等；而对于在线工业样品应考虑其原料的差异、工艺参数随时问的变化等，样品
选择尽可能包含上述因素的变化范围，力争挑选得到代表性的建模样品集；同时还要关注其内在化学
组分的变化，即使已知化学组分有差异，但不能保证其他未知组分也存在差异，同样即使已知化学组
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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