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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分析”是高职高专学生形成职业技能的一门重要课程，涉及环境工程、分析测试技术、冶
金、化工等高职高专和大专学校相关专业。
按照高职高专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要求，这本“工业分析”新编教材力求较全
面地反映本行业的新方法、新技术，所介绍的分析方法大量采用了最新国家标准，突出了实用、易学
、全面和新颖的特点。
　　本书结合教学需要，将课程内容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
理论教学部分主要针对工业生产中原材料选择加工，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质量检验，资源开发利用所
涉及的分析测试过程，介绍了工业分析的基本原理、分析方法、操作步骤、分析结果计算等内容。
分为绪论；试样的采取、制备和分解；分离技术；硅酸盐分析；钢铁分析；矿石分析；煤的工业分析
；肥料分析；无机化工产品分析；基本有机工业产品分析等章节。
为方便学习，各章均配选了适当的例题和习题。
实验教学部分的内容包括了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对应的26个课程实验，以便读者在学习时，能及时了解
和掌握分析测试的操作方法，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
　　本书是高职高专和大专学校环境保护、分析测试技术、冶金、化工等专业的“工业分析”课程教
材，同时也可用作各相关行业分析测试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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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工业分析的内容、任务、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分别从试样的采取、制备和分解，分离技术，硅酸盐分析，钢铁分析，矿石分析，煤的工业分析，肥
料分析，无机化工分析，基本有机工业产品分析等几个方面展开讲解，并包括26个与理论教学配套的
课程实验。
内容详略得当，由浅入深，实用性强。
每章均有大量与专业结合紧密的实例，章后附有习题。
    本书依据工业分析教学大纲编写，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相辅相成，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书内涉及的分析方法尽量采用最新的国家标准。
    本书适用于高职高专院校环境工程、分析测试技术、冶金、化工等相关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工
程、技术人员的自学用书或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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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化学分析法　　以物质的化学反应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称为化学分析法。
按操作方式不同，化学分析法主要分为重量分析法、容量分析法和气体分析法三种。
化学分析法通常用于常量组分的测定（即待测组分的质量分数>I％），其方法准确度较高，一般相对
误差为O.1％～0.2％。
　　（二）仪器分析法　　以物质的物理性质或物理化学性质为基础，借助于专门的仪器进行分析的
方法，称为仪器分析方法。
利用物质的光学性质进行的仪器分析，称为光学分析法，主要有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火焰
光度法、发射光谱法等；利用物质的电化学性质进行的仪器分析，称为电化学分析法，主要有电位分
析法、电导分析法、库仑分析法、极谱分析法等；利用物质的吸附性质不同而进行分离测定的仪器分
析，称为色谱分析法，主要有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等；还有利用物质的热化学性质进行分析的热
量分析法等。
仪器分析法常用于微量组分的测定（即被测组分质量分数为0.01％～1％），具有操作简便、快速、灵
敏度高的特点。
　　三、工业分析方法分类　　工业分析方法根据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分为快速分析法和标准分析法
。
　　（1）快速分析法主要是讲求时效性，常用于生产过程控制分析，要求短时间内报出结果。
快速分析的特点是分析速度快，分析误差比较大，只要满足生产要求，对准确度的要求可略低一些。
快速分析常用于车间中间产品控制分析。
　　（2）标准分析法主要用于测定原料、半成品、成品的化学组成。
所得结果作为进行工艺计算、财务核算和评定产品质量等的依据，也用于校核或仲裁分析。
所以对此要求有较高的准确度，完成分析工作的时间容许适当长些。
　　但就目前分析方法来看，这两类方法的差别已日趋减小。
标准方法向快速化发展，而快速法也向较高的准确度发展。
　　（3）标准分析法是十分准确可靠的方法，它是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或有关主管业务部门审核
、批准并公布施行的，简称“国标”或“部标”。
标准分析法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进行修订。
我国的国家标准一般五年复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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