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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教材是浙江大学化学系总结多年研究生教学成果编著而成的，重点是让学生从红外光谱、核
磁共振氢谱、核磁共振碳谱、质谱四类谱图特征与有机分子结构的关系入手，系统认识有机分子结构
与谱图信息的内在联系；学生通过大量谱图与各类有机分子结构特征的对照分析，熟悉谱图所表达的
有机分子基团、碎片或结构的信息，并系统地训练学生识谱和解谱的方法，从而达到在实际应用中能
够正确分析解谱并准确推定有机分子结构的目的。
　　本教材在实际教学中得到了广大研究生的支持，每一届学生都积极主动提出许多有益建议，这对
于本教材进一步完善和课程内容的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
编者也希望继续得到你们的关注和支持，并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使本教材得到丰富和发展。
　　本教材是在吸收许多专著和前人教材的有益内容基础上产生的，书中已列出有关的参考书，以表
达编者的敬意；同时有兴趣的同学也可参照查阅和深入阅读这些重要的参考书。
　　本教材撰写和补充完善历时五年多，在有关资料收集和数据处理方面所耗工作量非常大，作者的
十多名博士和硕士参与了许多工作，他们是江秀明、许建明、吴伟波、奚凤娜、刘博凯、李霞、郭辉
、金鑫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才使这项艰难的工作得以完成，感谢他们对本教材所做的贡献
！
　　本教材肯定还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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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波谱分析方法》适合化学、化工、材料、环境等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选作教材，
并对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这本教材内容是多年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氢谱、核磁共振碳谱和质谱等四
类谱图特征与有机分子结构关系人手，系统阐述有机分子结构与谱图信息的内在联系；通过大量谱图
与各类有机分子结构特征的对照分析，熟悉谱图所表达的有机分子基团、碎片或结构的信息，并较为
系统地训练识谱和解谱的方法，从而达到在实际应用中能够正确解谱并准确推定有机分子结构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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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贤福，（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化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分析化学与应
用化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化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科技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非水相酶促合成与生物转化、分子自组装与生物传感器、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
与设计等。
其中，非水相酶促合成与生物转化主要围绕非水介质酶催化混乱性及其反应机理、手性药物的酶促拆
分及选择性衍生化、靶向功能药物的酶促合成、酶催化的组合串联方法、介质工程调控酶催化性质与
催化新功能以及探讨酶促反应的区域和立体选择性的规律等具体课题展开。
分子自组装与生物传感器方向主要研究发展新的分子组装方法学、生物传感器在复杂体系分析研究、
药物靶向微胶囊控释系统构筑、酶组装固定化等方面；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与设计方向主要研究信息
记录精细化学品开发以及功能高分子微结构分析等。
　　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2项，浙江省科技
厅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重大招标项目多项。
已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Chemica JCOmmunication，Journal Of organjc Chemistry，Biosensor BioeIect ronics
，Green Chemistry，Advanced Synthesis＆Catalysis上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其中SCI收录八十多篇。
近年来，先后获国家发明奖四等奖1项、GM中国科技成就奖二等奖1项、浙江省科技进步奖2项、国家
发明专利8项、省部级鉴定成果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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