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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析化学是化学的分支学科，它历史悠久。
作为科学技术的“眼睛”，它为化学、生物、医学、环境、材料科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解决了许多关
键问题。
与此同时，这些学科提出的需求也促进了分析化学自身的发展。
随着物理学、数学、信息学及计算机科学等的新理论、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分析化学已发展成为一门
综合性交叉学科。
　　分析化学可以分为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大类。
仪器分析近年来发展十分迅猛，应用日益广泛，但并不意味着化学分析就能退出历史的舞台。
即使是采用仪器方法解决分析任务，也需要运用到化学分析的原理、方法和技术。
例如，很多仪器分析方法需要使用标准物质进行比较，而标；隹物质的含量通常需通过化学方法进行
测定。
在定量化学分析中树立起来的“量”的概念，应始终贯穿于包括取样、样品预处理、测定、结果表达
在内的整个分析过程。
因此化学分析是分析化学的基础，与仪器分析相互补充。
　　分析化学的教学主要包括定量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部分内容，定性化学分析直以来都被并入普
通化学或无机化学课程中，不再作为分析化学的教学内容。
因此，分析化学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教学模式是两段式教学，即两部分内容分在不同的学期完成。
定量化学分析主要涉及无机化学知识和四大平衡理论，因此先修课程为无机化学，可以在第二学期开
设.与基础化学实验有较好的衔接。
而仪器分析原理涉及大量的有机物结构和物理化学知识，因此先修课程是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一般在
第四、五学期开设。
另一种教学模式是将定量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合并成一门，即分析化学，并在修完无机化学、物理化
学、有机化学之后开设。
近年来，多所高校对这种教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本教材适用于两段式教学模式，并注重与《仪器分析》（朱明华编）的教学内容相衔接。
在编写中，我们力求做到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着重于基本概念的阐述，使之适合于本科教学。
同时，我们还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阐述清楚基本理论和概念时，指出它的实用意义。
由于分析化学学科发展十分迅速，因此在教材中还尝试引八一些的新概念和方法。
　　本教材由多位长期从事分析化学教学和科研的同志参加编写，具体分工如下：胡坪编写了第1、2
、8章，王燕编写了第3、4、5章，王氢完成了第6、7章，张文清编写了第9章。
全书由胡坪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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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9章，主要阐述定量化学分析的相关概念和方法。
内容包括：分析化学中数据处理与评价方法，酸碱滴定、配位滴定、氧化还原滴定、沉淀滴定四类滴
定分析法，重量分析法以及分光光度法的原理与应用，定量化学分析中的样品预处理方法等。
本书阐述深入浅出，简明扼要，附有思考题和习题。
    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院校、师范类院校及高等职业学校化学、环境、生物、材料等专业学生的教材，
也可供相关专业科研人员和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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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学分析法是利用物质所发射的辐射或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一类分析方法，包括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红外光谱法、核磁共振光谱法及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等吸收光谱法，荧光光谱法
、原子发射光谱法、x射线光谱法等发射光谱法，等等。
色谱法是利用物质在互不相溶的两相问作用力的差异建立起来的一类极有效的分离、分析多组分混合
物的方法，按照流动相的物理状态可以分为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超临界流体色谱法，也可根据
分离原理的不同分为吸附、分配、离子交换、空间排阻与亲和色谱法等。
除了上述三类方法外，还有许多其他仪器分析方法，如质谱法、热分析法、中子活化分析法。
仪器分析方法具有灵敏度高、分析速度快、提供的信息丰富、易实现自动化等特点，因此尤其适合于
低含量组分的测定、生产过程的控制分析、未知样品的鉴定等。
仪器分析的主要局限在于需要使用价格较高的仪器设备，操作、维护要求一般也较高。
　　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孰轻孰重不能一概而论，某种方法对其适合的分析对象都有独特的优势，以
满足一些特殊的分析要求。
此外，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是互为补充的，甚至某些方法即为两者的有机结合。
例如，电位滴定法是将滴定分析与电位分析两种方法结合，以电位分析法作为滴定反应终点的确定方
法。
又如，在进行仪器分析之前，常需用化学方法对试样进行预处理，以除去试样中的干扰物质、对被测
组分进行富集等。
在建立测定方法的过程中，很多仪器分析方法需要采用已知含量的基准物（标准品）作为参照，而基
准物的含量则常需以化学法测定，因此化学分析方法与仪器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分析化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炼金术、炼丹术时期，鉴定、分析手段有效地促进了古代冶炼、酿造
等技术的发展。
18世纪至19世纪，逐步发展了金属系统定性分析、重量分析、容量分析等方法。
然而，将物理化学溶液理论中的酸碱平衡、配位平衡、氧化还原平衡和沉淀平衡理论引入分析化学，
建立了四大滴定方法和理论，才标志着分析化学从一种技术演变成为一门科学。
　　20世纪初，物理学和电子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以经典化学分析为主的局面，多种仪器分析方法
应运而生，并在科学生产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英国化学家马丁和辛格由于发明分配色谱法获得1952年诺贝尔化学奖，美国科学家布洛赫和珀
赛尔因建立核磁共振法而共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捷克斯洛伐克科学家海洛夫斯基由于开创
极谱学获1959年诺贝尔化学奖。
仪器分析方法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分析化学学科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激光、纳米技术、功能材料、化学计量学等新技术、新材
料和新方法的引入，分析化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以多学科为基础的综合性科学。
从采用的手段看，分析化学是在综合利用物理学（如光、电、热、声和磁）、化学和生物学理论的基
础上，进一步采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新方法、新技术，对物质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
从解决的问题看，分析化学的任务已不局限于测定物质的组成及含量，还要对物质的形态（价态、结
合状态等）、结构（包括空间分布）、微区形态、化学和生物活性等进行分析及过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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