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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分册囊括了热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各类应用，基本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包括热分析的基本定
义、术语以及有关物质的转变、反应和特性参数等约100项应用的原理、实验及数据处理；第二部分是
约1000条各类物质（如：聚合物、食品、药物、矿物、含能材料等）的有代表性的热分析曲线及其简
明的解释；第三部分是热分析常用数据表。
本次修订更加突出反央了中日科学工作者近年在该领域取得的成果。
为各领域中从事热分析工作的技术人员及从事物质结构与特性研究工作的人员提供了大量的丰富、翔
实的资料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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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分析化学是人们获得物质化学组成和结构信息的科学。
由于多学科的交叉渗透，现代分析化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多种分
析方法，包括色谱分析、电化学分析、光谱分析、波谱分析、质谱分析、化学分析、热分析、放射分
析、生化分析等。
它一方面在科学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还直接服务于
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的需要。
同时，当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产活动的飞速发展也向分析化学学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会。
　　我国的分析化学学科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一支以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及各部委研究所为核心的分析化学
科研队伍，和一个涉及生物、环境、材料、临床、医药、地质、冶金、石化、宇航、商检、法医、侦
破和考古等领域的庞大分析检验队伍，共同构成了我国分析化学学科研究发展的源泉和推广应用的基
地。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分析化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已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和经
验的积累，需要进一步的总结和推广。
　　《分析化学手册》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反映现代分析技术，供化学工作者使用的专业工具套书。
手册第一版自1979年出版以来，在读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已成为许多分析化验室的必备图书。
但由于受组稿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加上近20年来是世界和我国的科学技术，包括分析化学学科飞速发
展的时期，原手册第一版在内容和编排上已不能全面反映当前我国分析化学的发展现状。
因此，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组织了这套《分析化学手册》的修订工作。
　　在第一版原有6个分册的基础上，这次经扩充和修订为以下10个分册：　　第一分册基础知识与安
全知识　　第二分册化学分析　　第三分册光谱分析　　第四分册电分析化学　　第五分册气相色谱
分析　　第六分册液相色谱分析　　第七分册核磁共振波谱分析　　第八分册热分析　　第九分册质
谱分析　　第十分册化学计量学　　其中第一分册为基础内容，收集了分析工作中常用的基础数据、
分析实验室的安全知识及分析数据的常规处理、计算机应用的基础知识。
第十分册所涉及的化学计量学是近些年来发展非常迅速的化学学科的一个分支，与分析化学有着特殊
密切的关系，它应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并引入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成果，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分析
化学的所有过程，对于设计或选择最优的分析方法，解析大量的化学分析数据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化学
信息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修订时增加这一部分内容。
其他各分册均是按分析方法及所采用的主要仪器类型来划分，大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基础原理、基
础数据部分和实际应用部分。
　　本次修订，在内容上我们着重收录了基础性的理论和发展较为成熟的方法及应用，注意推陈出新
，更新有关数据，增补各自领域近些年的新发展新成果，特别是计算机应用、多种分析手段联用技术
的发展，以及分析技术应用于生命科学等的内容。
　　在编排方式上，进一步突出了手册的可查性。
各册均编排主题词索引，与目录相互补充。
手册中所涉及的名词术语统一采用国家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标准，计量单位参照国家标准
《GB 3100～3102—93·量和单位》的有关规定贯彻执行。
其他凡有国家标准的也一律采用相关最新标准。
　　第二版的重编修订工作得到了我国分析化学界的大力支持，包括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近30
位知名专家、学者应邀担任了手册修订的编委会成员，全套书的修订出版凝聚着他们大量的心血和期
望，在此谨向他们，以及在编写过程中曾给予我们热情支持与帮助的有关院校、科研单位及厂矿企业
的专家和同行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和批评指正。
　　　《分析化学手册》编委会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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