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化学学习与考研指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分析化学学习与考研指津>>

13位ISBN编号：9787562827764

10位ISBN编号：7562827761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华东理工大学

作者：樊行雪 编

页数：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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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化学学习与考研指津>>

前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也大大地增加。
为了满足大学毕业生和在职人员在报考化学、化工、生物、材料、环境等化学化工类专业硕士研究生
时，复习“分析化学”的需要；同时，也基于帮助在读本科生解决学习“分析化学”课程时所遇到的
困难与疑问，我们特地编写了《分析化学学习与考研指津》辅导一书。
　　本书收集了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国内近19所在化学化工方面较强的院校近
几年来报考硕士生“分析化学”方面的试题。
本书精选了1300余道试题，按知识结构内容安排编写成12个章节。
其中，每章均由“基本内容概述”、“历年考研试题精选”、“本章重点与难点回顾”、“习题”和
“习题参考答案”五个部分组成。
“基本内容概述”部分是根据“分析化学”专业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并结合各学校多年来所出试题
的内容，将各章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知识点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同时也归纳了每章中主要的计算公式，
供读者在复习本章内容时参考。
“历年考研试题精选”部分是从国内近19所在化学化工方面较强的高等院校近几年的考研试题中，精
选了部分试题，按选择题、填空题、计算题、问答题、是非题、名词解释题和解析题等题型排列，每
题都给出了答案，并作了简要的说明，使读者对各校历年来的考研试题有一初步的了解。
“本章重点与难点回顾”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和特色所在。
根据第二部分各校历年考研出题的情况，并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把本章中的主要试题类型及
重点与难点作了分析归纳，分成若干个部分加以叙述。
配合每个部分的内容，都列出了一定数量的典型例题，而每个例题都先编写了“解题分析”，指出了
解题的思路，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该题详细的解答过程。
通过对本部分的学习，读者能较好地掌握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并从中熟悉解题的技巧，同时能起到举
一反三的效果。
“习题”部分收集了一定数量的试题，供读者在学习了前面三部分内容后，能做一次练习测试。
希望读者在练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同时也能强化读者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为了帮助读者自我检查，我们编写了“习题参考答案”。
此外，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安排了三套模拟试题及华东理工大学2005-2006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有关
“分析化学”方面的试题（均附有参考答案），供读者练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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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收集了国内20多所高等院校近年来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析化学”课程的试题共1300余题。
按照知识结构、内容安排编写成12章，每章均由“基本内容概述”、“本章重点与难点分析”、“复
习备考实战训练”、“历年考研真题精析”等四部分组成。
本书的特色在于充分按照“总结、提高、训练、备考”的思路进行编排，既注重学习，又强调备考；
既强化训练，又注重分析与引导。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作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备考的辅导书，也可供相关专业师
生作为“分析化学”课程教学与学习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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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准确度　　准确度是指测定结果（x）与真实值（r）的接近程度。
它表示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两者越接近，则分析结果的准确度越高。
准确度一般用误差表示。
误差常用绝对误差（r）和相对误差（％）表示。
绝对误差是指测量值与真实值之差，而相对误差是表示绝对误差在真实值中所占的比例。
　　（2）精密度　　精密度是指一组平行测定结果间的相互接近程度（或离散程度）。
它表示了测量结果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通常可用偏差表示。
偏差是指测量值与多次测量平均值的接近程度。
偏差有绝对偏差、相对偏差、绝对平均偏差、相对平均偏差、标准偏差和相对标准偏差等。
　　（3）准确度和精密度的关系　　精密度是保证准确度的先决条件，分析结果精密度高，并不说
明结果的准确度也高；只有准确度和精密度均高的测量结果，才是可取的。
　　（1）系统误差（又称可定误差）　　它是由测量过程中某些确定的原因所造成的误差。
在相同的条件下，当重复测定时，会重复地出现，并有一定的正负方向和大小。
它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是恒定的。
按其产生的原因不同，可分为方法误差、仪器误差、试剂误差和操作误差。
一般可通过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案，校正仪器设备，做空白试验、对照试验、回收试验或规范操作等方
法予以减免。
它的存在可反映在测定结果的准确度上。
所以只有在消除了系统误差后，精密度高的分析结果，才是既精密又准确的分析结果。
　　（2）偶然误差（又称不可定误差）　　偶然误差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误差。
在少次测定中似无规律，但在多次测定中，服从统计规律。
它的特征是：在多次测定中，大小相近的正负误差出现概率相等；小误差出现的概率大，大误差出现
的概率小；真值出现的概率最大。
可用适当增加平行测定次数的方法予以减免。
常用取平均值的方式表示分析测定的结果。
它的存在和大小，可由精密度的高低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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