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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我校参加《面向21世纪工科（化工类）化学系列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进行分析化
学课程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初步成果。
分析化学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之
一，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断地向分析化学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原有的分析化学教材无论教材内容还是教材体系都难以适应当前和今后工科人才培养的要求。
我们在全面进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本教材，其主要变化体现在如下几方面：1.将内
容重点由化学分析转向仪器分析。
根据仪器分析的重要性已超过化学分析的实际状况，为适应形势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教材将重点由
原来的化学分析转向仪器分析。
2.精简化学分析内容。
作为化学分析的主体，滴定分析，所包括的几种方法具有许多共性，因此将其合并为一章，这样做既
可避免重复繁琐的叙述，精简内容，使仪器分析内容得到拓宽与加强，又有利于学生概括总结能力的
培养。
3.新增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内容。
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基础知识对于化工类专业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教材新增了红外、核磁和质
谱等有机化合物结构解析基础。
4.加强误差分析与数据评价的内容。
定量分析中的误差分析与数据评价，对于建立或改进分析方法、获取有用信息十分重要，也是培养学
生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作适当加强。
5.分析对象由原来的无机物为主转向无机物和有机物并重，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有机化工、精细化工、
生物化工以及材料科学、环境工程等学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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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析化学（第3版）》是我校参加《面向21世纪工科（化工类）化学系列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项目，进行分析化学课程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初步成果。
分析化学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之
一，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断地向分析化学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原有的分析化学教材无论教材内容还是教材体系都难以适应当前和今后工科人才培养的要求。
我们在全面进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推出本教材，其主要变化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
将内容重点由化学分析转向仪器分析。
根据仪器分析的重要性已超过化学分析的实际状况，为适应形势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教材将重点由
原来的化学分析转向仪器分析。
　　2.精简化学分析内容。
作为化学分析的主体，滴定分析，所包括的几种方法具有许多共性，因此将其合并为一章，这样做既
可避免重复繁琐的叙述，精简内容，使仪器分析内容得到拓宽与加强，又有利于学生概括总结能力的
培养。
　　3.新增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内容。
有机化合物结构分析基础知识对于化工类专业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本教材新增了红外、核磁和质
谱等有机化合物结构解析基础。
　　4.加强误差分析与数据评价的内容。
定量分析中的误差分析与数据评价，对于建立或改进分析方法、获取有用信息十分重要，也是培养学
生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作适当加强。
　　5.分析对象由原来的无机物为主转向无机物和有机物并重，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有机化工、精细化
工、生物化工以及材料科学、环境工程等学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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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分析化学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通常将分析化学定义为研究获取物质的化学组成（物质中含有
哪些组分，各个组分的含量是多少）、形态（构成物质的价态和状态）、化合物分子结构等化学信息
及相关理论的学科。
现代分析化学还在不断发展和应用各种方法、理论、仪器和策略以获取物质在空间（物质组成空间分
布）和时间（物质组成随时间改变，或物质瞬间产生或消失）方面的组成和性质。
近十几年来，分析化学与计算机技术的密切结合，更使得现代分析化学成为了化学中的信息科学，因
此，也可将分析化学在广义上理解为各种化学信息的产生、获取、评价、挖掘和处理的科学。
分析化学的任务是通过各种分析手段来确定物质的化学组成，研究与表征物质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
与性质的信息，及为此进行各种分析方法（创建有关实验技术，研制新型仪器设备和装置）和相关理
论的研究。
分析化学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一起构成了化学五大基础学科，它是科学工作
者了解化学世界的视窗，探索物质微观世界的工具。
创新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分析化学是当代最富活力的学科之一，学科内容更新速度快，其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特色及处处可见的
发明创造对学生创新理念的培养十分有利。
分析化学不但本身在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方法、新理论、新技术，以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同时，化学各学科中的创新成果都需要利用分析化学技术来确定新组成、新结构、新属性，因此，拥
有扎实的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是每一个化学工作者应具有的基本能力。
分析化学与数学、物理、材料、生物及计算机等学科都有着密切联系，学习中更强调对知识的综合运
用能力，对现象的精密细致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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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析化学(第3版)》：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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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