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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细化学品分析与应用》主要介绍精细化学品分析中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其原理和应用，具
体有精细化学品的系统剖析、色谱法在精细化工中的应用、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红外吸收光谱、有机
质谱、核磁共振氢谱等内容。
《精细化学品分析与应用》可作为理工科、医学、农业类院校和师范大学本科生的专业教材，也可供
从事精细化工、有机合成、医药中间体制备、染料、涂料、农药等领域的从业人员及科研工作者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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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样品的组成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是选择分离方法的另一重要因素。
组成简单的样品无论是成分分析还是结构分析都比较容易。
剖析中的样品大多是复杂体系，必须选用多种分离方法。
色谱法是分离多组分样品的首选方法，而色谱法中又有众多分支，可按样品性质及分析要求作出合理
的选择。
　　分离过程总是反映了欲分离物质的宏观性质上的差别，而某些性质（如蒸气压、溶解度）则往往
与组分的分子性质及其结构有关。
一般说来，能影响分离方法选择的分子性质包括：相对分子质量、分子的体积与形状、偶极矩与极化
率，分子电荷与化学反应性等。
对于凝胶渗透、分子筛吸附、渗析、应用大环多元醚的萃取以及色谱等方法，涉及孔穴的大小，因此
分子的形状和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也要适当考虑化学反应性。
而对离子交换、电泳、离子对缔合萃取等方法，分子电荷起主导作用，当然也要考虑到化学反应性、
分子形状。
而对蒸馏来说，决定性的是分子间的力，它与偶极矩和极化率有关，也还要考虑到分子形状和相对分
子质量的大小。
　　样品的复杂性是与样品中组分数目有关的。
表2-1中存在着两种极端情况：简单的和复杂的。
到目前为止，只有色谱技术能一次将复杂的样品中各种组分彼此分离。
　　2.4.2.2分高的目的与要求　　分离的目的是要考虑到随后的分析步骤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
定性分离的目的并不要求分离的高效率和方法的准确性，其主要目的是得到纯度足够结构分析用的样
品；定量分析则要考虑分离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性。
GC将是优先考虑的最适合于定量分析的分离方法，但是它所分离的组分必须具有挥发性。
沉淀法尽管费时，但由于它适应性比较强，所以仍有广泛的用途，可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样品，它的
随后分析方法常常是重量法。
　　样品的数量和某些组分的含量是选择分离方法时应考虑的因素之一，微量样品的分离要求采用微
量实验技术，而大量样品中微量和痕量组分的分离则要求先进行富集，如萃取、吸附等，再进行纯化
分离。
分离的程度是选择分离方法时应考虑的另一因素，有些分析要求将样品中的各个组分彼此完全分开，
而另一些分析则只要知道某一类物质的总量即可。
例如，对于某一烃类混合物，当要求测定每种烃的含量时，选用气相色谱法最合适，若只要求测定混
合物中烷烃和烯烃总量时，采用化学分离法即可。
　　被分离组分的含量和浓度会对分离方法的选择有影响，例如，微量组分的分离与富集往往采用各
种色谱技术和萃取法。
除此之外，也要考虑到分析方法要求的精密度与准确度。
分析方法耍求的分离程度，即被分离物质的纯度，也是选择分离方法时要考虑的。
有些分析要求把各组分一一分离开来，而另外一些情况下却不需一一分离，只要知道某一类物质的量
即可。
例如，对于一个烃类混合物来说，当要求测出每一种烃的含量时，GC是最合适的方法：但是如果只
要求知道该样品中烷烃类总量、烯烃类总量时，就可以采用其他的分离方法。
如要测定各个镧系元素的含量时，最好使用色谱技术，但当只要求测定镧系的总量时，就可选用沉淀
或萃取等方法。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细化学品分析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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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