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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2年8月正式出版后，当年即为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所用，并有配套的多媒体课件，收到
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该教材也为其他兄弟院校选用，受到广大教师、学生以及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的欢迎，至今已多次
重印。
但是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它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需进行修改。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波谱分析仪器及实验技术的不断更新，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这些
新的内容也应该充实到我们的教材中。
本次修订保持了原书避免繁琐的数学推导、注重图谱解析、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特色，适当增、删
了一些内容：第工章质谱中将原1.2.3节“仪器简介”供读者自学；原1.4节“分子离子峰的判别和相对
分子质量测定”和1.5节“分子式的确定”合并为“相对分子质量和分子式的确定”；1.8节“质谱特殊
实验技术及应用”中删去了一些目前已很少使用的实验技术，如场致电离和场解析电离、GC－MS中
的喷射式分子分离器接口等，而补充和强化了当前热门的电喷雾和大气压化学电离的有关介绍。
第2章紫外吸收光谱中增加了可直接测定固体或气体样品的积分球技术的介绍。
原第3章红外吸收光谱现改为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光谱.增加了3.8节“拉曼光谱”。
第4章核磁共振波谱在4.5.2节“常用的二维核磁共振谱”中增加了全相关谱TOCSY的介绍和应用实例.
在4.6节“核磁共振谱图综合解析”中新增了应用实例.另外还增加了4.7节“固体高分辨核磁共振波谱
简介”以及二维谱的习题。
本次修订工作由潘铁英、张玉兰、苏克曼进行。
其中张玉兰修订第3章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光谱的内容以及第2章中的积分球技术，苏克曼修订第l章、
第2章、第4章的核磁共振氢谱和习题以及第5章的部分内容.潘铁英修订和编写了本书的其余部分。
荣国斌教授对本修订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修订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十一五”规划教材和华东理工大学优秀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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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质谱、紫外光谱、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波谱等波谱方法是目前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的最重要方法，广
泛应用于有机合成、石；由化工、生物化学、药物学、药理学、毒物学、临床医学等各个领域。
    本书全面阐述了质谱、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拉曼光谱和核磁共振波谱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有机化合
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本书还编入了波谱领域中比较成熟和通用的新技术，如电喷雾质谱、二维核磁共振谱等，并精选了有
代表性的波谱图、例题和习题以及大量波谱数据，以提高读者用波谱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的编写力求避免繁琐的数学推导，而着重于波谱方法在结构鉴定中的用处及各种波谱信息（波谱
图）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因此，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本书主要用作化学类以及与化学类相关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波谱分析课程教材，也可作
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教师和各领域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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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质谱  1.1  概述  1.2  基本原理及仪器简介    1.2.1　样品的电离    1.2.2　离子的分离    1.2.3　仪器简介
（供自学）  1.3  离子的主要类型    1.3.1　分子离子    1.3.2　碎片离子    1.3.3　同位素离子    1.3.4　多电
荷离子    1.3.5　负离子    1.3.6　离子一分子反应生成的离子    1.3.7　亚稳离子  1.4  相对分子质量和分子
式的确定    1.4.1　相对分子质量的确定    1.4.2　分子式的确定　1.5　离子碎裂机理    1.5.1　基本概念和
术语    1.5.2　质谱碎裂的一般规律和影响因素    1.5.3　正离子碎裂类型    1.5.4　亚稳离子在碎裂机理研
究中的作用　1.6  常见有机化合物的质谱    1.6.1　碳氢化合物    1.6.2　醇、酚、醚　　1.6.3　羰基化合
物    1.6.4　含氮化合物    1.6.5　含卤素的化合物    1.6.6　含硫化合物　1.7  质谱图解析和分子结构推测   
1.7.1　质谱图解析的一般步骤    1.7.2　质谱图解析实例　1.8  质谱特殊实验技术及应用    1.8.1　质谱软
电离技术及应用    1.8.2　色谱一质谱联用技术及其在混合物分析中的应用    1.8.3　质谱一质谱联用技术
　思考题与习题2　紫外吸收光谱  2.1  波（光）谱分析的一般原理    2.1.1  电磁波的基本性质和分类   
2.1.2　分子吸收光谱的产生    2.1.3　分子吸收光谱的获得和表示方法  2.2  紫外噘收光谱的基本原理   
2.2.1　紫外吸收光谱与电子跃迁    2.2.2　紫外吸收光谱的特点和表示方法  2.3  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吸收
光谱    2.3.1　饱和化合物    2.3.2　非共轭的不饱和化合物    2.3.3　含共轭体系的脂肪族化合物    2.3.4　
芳香族化合物  2.4  紫外光谱的应用    2.4.1　紫外光谱在定性分析中的应用    2.4.2　紫外光谱在定量分析
中的应用    2.4.3　紫外光谱在固体样品中的应用  思考题与习题3　红外吸收光谱和拉曼光谱  3.1  概述
　　⋯⋯4　核磁共振振波谱5　四谱综合解析部分思考题与习题参考答案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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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频率范围内因被样品吸收而强度减弱，在样品无吸收的频率范围内被全部反射。
因此对整个频率范围而言，入射光被衰减，除穿透深度外，其衰减的程度与样品的吸收系数有关。
由于ATR的信号很弱，许多A7R附件都设计为可多次内反射的形式，如图3.55所示，使光多次接触样品
以改善信噪比。
这一衰减程度在全反射光谱上就是它的吸收强度。
ATR附件的应用面很广，它为许多无法进行红外常规分析的样品如织物、橡胶、涂料、纤维、纸质、
塑料等提供了独特的测样技术.在高分子材料鉴定以及有机材料的表面研究中尤其显得重要。
例如某未知材料的透明薄膜，用透射法测得红外谱图如图3.56所示，计算机标准红外谱库检索未得满
意结果。
用ATR附件对此未知薄膜的正反两面分别进行红外光谱检测，得到如图3.57所示的未知物B和未知物C
两张红外谱图，经计算机的检索，分别得知未知物B为间苯二甲酸类聚酯，未知物C是聚乙烯+滑石粉
。
证明该薄膜是一复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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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波谱解析法(第2版)》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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