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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农业院校教材《现代仪器分析》（第1版）于1997年出版以来，仪器分析学科有了极大的发展
，该课程在农业院校中也已普遍开设，为了适应教学的新要求，我们对（第1版）教材作了全面修订
。
　　在第3版《现代仪器分析》中，对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分析技术和方法，教材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和补充，重写了绪论。
红外光谱部分增加了多功能ATR附件和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内容，原子吸收光谱增加连续光源原子吸收
仪器原理，液相色谱部分补充了超高效液相色谱，对第八章 质谱内容重新编写，对其他新技术、新方
法也进行了一些介绍。
　　现代仪器分析是以化学信息学为基础、包含许多分支学科，并和很多相关学科交叉的一门庞大的
学科。
新版教材可作为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基础课的教材，内容自始至终贯穿依据分析信息、利用分析信号、
达到分析目的这一主线，分别介绍常用仪器分析技术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力求使学生理解各种分析技
术、分析方法的本质及内在的联系，并能用于研究实践。
　　教材的内容按照对仪器分析技术概括的程度，可分为3个层次：　　①绪论部分，在大学物理及
化学的基础上用化学信息学的理论，概括地介绍现代仪器分析学科的体系框架、本学科的基本学习方
法、应用范围和发展趋势。
　　②在光谱分析导论和色谱分析导论的两章内容中，运用学生已有的经典物理学、量子论、化学与
热力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概括介绍这两类分析技术的信息、信号特征以及基本理论与方法。
　　③各论分为第3、4、5、6、7、8、10、11共8章，分别用统一的观点，介绍紫外一可见光谱、原子
吸收、原子发射、红外、核磁共振、质谱、气相色谱与高压液相色谱的信息来源、信号特征、仪器的
结构和工作原理、定性定量方法与应用。
由于篇幅的限制，省略了电化学分析部分。
　　本教材不强调过多的数学推导，也不过分强调记忆具体的分析方法，而注重培养学生有关现代仪
器分析的基本方法，提高实际分析能力，为实际运用或继续进一步学习各种专门的仪器分析技术打下
良好的基础。
在农业院校授课时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适当降低起点、深入浅出、着重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学习。
　　本课程是一门实验技术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实验课所占的比重要足够高，实验课应注重基本技能
的训练和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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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仪器分析（第3版）》是高等农业院校教材《现代仪器分析》的第3版，内容与大学物理、
大学化学相衔接，以化学信息学为基础，介绍了农业和生物学中常用仪器分析技术——紫外一可见光
谱、原子吸收、原子发射、缸外、核磁共振、质谱、气相色谱与高压液相色谱的信息来源、信号特征
、仪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定性定量方法与应用。
《现代仪器分析（第3版）》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现代仪器分析技术的基础教材，也可供各个领域的仪
器分析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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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光谱分析导论　　2.1概述　　凡是待测物受到某种能量作用后，产生光信号（或引起光信号变
化），或待测物受到光作用后，产生某种分析信号（如光声光谱分析中的声波）的分析方法，可称为
光学分析方法。
光学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光谱分析法和非光谱分析法。
光谱是光的不同波长成分的强度按波长次序排列分布的记录，其中波长成分和强度分别用于描述光的
性质特征与强度特征。
　　光谱分析通过测定待测物的某种光谱，分别由样品光谱中的波长特征和强度特征进行定性、定量
分析；非光谱分析法是指通过光的其他性质（反射、折射、衍射、干涉等）的变化作为分析信号的分
析方法，例如，旋光分析法、折射率分析法等。
光谱分析是现代仪器分析中应用极广泛的一类分析方法。
光谱分析在当代结构分析的四大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的1H谱和13C谱以及质谱分析）中占了三大
谱。
在组分分析中，光谱分析应用更加广泛，有的已成为常规化学分析方法。
　　光谱分析依据的原信息是物质微观粒子（分子、原子或离子）及其聚集体的一些特征微观量，即
它们的能量特征或运动特征；而负载这些分析信息的是光——称为分析光，由分析光的特征参数来表
征分析信息。
　　光谱分析时分析信息负载到分析光的过程，也就是光和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
利用物质的光学性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如物质的发光、吸收光、对光的散射、折射、衍射、偏振
面旋转，得到的分析光就负载了样品微观粒子的结构和组成的信息。
分析光所负载的信息常以（吸收、散射、折射、衍射、偏振）光谱的形式表征出来。
　　与一般分析仪器一样，光谱分析过程中的信息传递链也可分成负载、转换、表达与提取四环，大
体通过下列五步来实现：　　1.产生作用能量为了得到被测物的有关信息，需要产生某种能量，以作
用于待测物，可称为作用能量；能量的形式可以是热、光等，若是光则称为作用光。
在不同的光谱分析技术中，作用光还有专门的名词，如在原子与分子吸收光谱分析中，作用光被习惯
称为入射光；荧光光谱分析中被习惯称为激发光。
　　2.取得分析光被测物（的某种运动状态）与用于分析的能量发生相互作用，产生负载了分析信息
的光信号，称为分析光，以区别于尚未负载分析信息的作用光。
　　3.检测分析光检测负载了分析信息的光信号产生检测信号，检测信号通常是电信号；这一步实际
是将负载分析信息的载体，由光变换为另一种物理量。
　　4.产生光谱图或数据检测信号进一步转变、转换与处理后表达为光谱图或数据。
　　5.提取分析信息根据样品光谱图的特征，确定待分析物的结构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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