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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原理》

前言

《分析化学原理》初版以来，受到了学界同行的关注，于2007年获得上海市优秀教材奖，次年被列入
“十一五”国家教材规划。为此，复旦大学分析化学学科全体人员就教材编写与学科发展等问题进行
了三次系统讨论，对第二版教材的修订编写取得以下共识。1.大体沿用初版教材编写的结构框架及取
材原则。2.分析化学教学中的教材、教学大纲、讲授提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层面，它们的着
眼点不同。第二版《分析化学原理》不应局限于课程设置的因素，在内容上要较全面地反映分析化学
学科的现状，反映21世纪以来分析化学前沿发展的特点。选取的内容虽不能面面俱到，但要包含最基
础、最重要的内容，并要便于引导学习思考。3.教学活动是一个集体项目，教材不仅是长期教学实践
积累的成果，也是分析化学学科整个团队研究成果支撑的结果。第二版的教材内容应加强与学科前沿
研究的沟通。根据上述精神，第二版对初版内容进行了增删、重组。主要改动方面有：环绕修改或增
添结构分析的基础内容，新增与生物物质为对象的分析内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分析方法，共计33
章分6篇。新增有核磁共振波谱法、X射线荧光光谱法（以上插入第3篇）、热分析法、光学成像分析
法四章，重组成章的有质谱分析法、质谱的联用技术、流动注射分析和微流控分析三章（以上各章组
成第5篇，原第5篇改为第6篇）。《分析化学原理》第二版是在初版的基础上修订、编写而成的，由吴
性良、孔继烈、杨芃原策划，吴性良、孔继烈主编。参加修改和编写的人员有：马林（修改第1篇）
，刘宝红（修改第2篇），张祥民（修改第4篇），朱万森（修改第6篇，编写第13章中13.2.3一些重要
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吸收带、13.6.2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在有机化合物研究中的应用，第14章中14.6.1若干
红外光谱技术、14.7激光拉曼光谱法简介，附录二矩阵的基本运算），余绍宁（编写第14章中14.6.2红
外光谱蛋白质二级结构分析），樊惠芝（修改第15章中15.4磷光分析法、15.5化学发光分析法），孙尧
俊（编写第16章核磁共振波谱法），牛国兴（编写第19章X射线荧光光谱法），陆豪杰（编写第25章
质谱分析法、第26章质谱的联用技术），魏勋斌（编写第27章光学与其他成像分析法），朱源龙、裴
燕（编写第28章热分析），刘宝红、刘芸（编写第29章中29.2微流控分析技术），孔继烈（修改第1章
），吴性良（修改第2章、第3篇及第5篇的其余各章节）。马林、包慧敏、高明霞、雷杰、方彩云、陈
惠、许雪姣等阅改了教材的全部例题、习题与问题，以及附录。同济大学化学系李通化教授仔细审阅
了化学计量学的有关章节。全书由吴性良统稿。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复旦大学教材建设项目的支持，化
学系主管领导徐华龙教授多次参加教材编写讨论会，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同时得到了历年参与分析
化学教学全体任课教师的支持和帮助。这次再版也吸纳了初版以来使用本教材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在
此一并致以感谢。致谢本教材所列国内外有关著作、文献的作者，他们的工作为本教材的编写提供了
撰写的基础和参考。致谢化工出版社为本教材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即便再版，仍可能存在疏漏和
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吴性良孔继烈2010年4月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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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原理》

内容概要

《分析化学原理(第2版)》内容充实，以测定各类物质从常量组分至痕量组分，建立起系统的“量”的
相关概念，内容涵盖了化学分析法、电分析化学法、光学分析法、分离分析法、质谱及其他分析法和
化学计量学初步及分析过程六部分33章内容。《分析化学原理(第2版)》对经典分析方法的内容进行了
提炼压缩，对近年来分析化学的新进展新方法，如生物电化学传感器、毛细管电泳、测量的不确定度
、生物质谱技术、微流控分析及成像分析方法等进行了阐述。
《分析化学原理(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理科化学专业学生教材，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
广大分析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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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原理》

书籍目录

Page 4



《分析化学原理》

章节摘录

插图：系统误差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指出，在一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系统误差的原因，在
另一种情况下，完全可能产生随机误差。（1）仪器和试剂误差仪器和试剂误差是由所用的仪器和试
剂引起的。例如砝码的标示值和真实值不够一致；滴定管或移液管等容量仪器的刻度值不够准确；因
器皿受试剂腐蚀而引入其他物质，使分析结果不准；试剂（包括纯水）的纯度较差，引入被测物质或
干扰物质；基准物质的组成与化学式不完全相符等。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仪器校准和试剂提纯等方法
得到改善。在测定样品中微量组分的含量时，因试剂不纯和仪器受腐蚀所引起的误差往往比较严重。
一般可利用空白试验（blanktest）来检验，并减少误差。空白试验是指在不加样品的情况下，按照与
样品分析相同的步骤进行实验，所得的结果称为空白值。从测量信号或分析结果中扣去空白值称为空
白校准。但是，如果空白值相当大，例如与分析物信号或分析结果相近，甚至超出时，就不能作空白
校准。此时必须改用更纯的试剂或更合适的仪器。（2）操作误差操作误差是由于分析人员经验不足
、操作不熟练、实际操作与正确的操作稍有出入所引起的。例如玻璃器皿没有加盖而落入灰尘；滴定
速度太快，滴定管读数过早；溶液或沉淀的转移不够定量；沉淀没有充分洗涤或进行了过分的洗涤；
坩埚没有完全冷却就去称重；被称量的物质吸湿；仪器操作不当等。此类误差在同样操作时也会重复
出现，但不允许用修正的办法去校准。初学者应该注意多加练习，以取得一定的经验，克服操作误差
。如果分析人员由于工作时粗枝大叶而导致数据不准确，只能称为操作过失，那是不能容许的，而且
也不属于测量误差的范畴。另一种操作误差是由分析人员生理条件的限制而引起的。例如，有些人员
对指示剂颜色的变化判断不够灵敏，在滴定时就会稍微过量。此外，初学者还容易犯主观误差的毛病
，如在估计读数的最后一位数字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向前一次分析的数据靠拢，这样就人为地引入了
误差。应该注意克服主观误差。（3）方法误差方法误差是由于分析方法不够完善所引起的，即使仔
细操作也不能克服。例如，在滴定分析中所选用的指示剂不恰当，导致滴定终点和化学计量点不一致
；滴定反应进行得不够完全或不够迅速；有副反应发生；有干扰物质存在；沉淀有明显的溶解损失；
有共沉淀或后沉淀现象；沉淀在灼烧时部分挥发或分解等。在分析复杂样品或有干扰物质共存时，方
法误差往往要比分析纯物质时严重得多。方法误差是系统误差中最严重的一种。要检查方法误差，比
较有效的办法是进行对照试验（checktest）。通常采用的对照试验方法有三种：①以所用的分析方法
对标准样品或人工合成样品进行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与标准值进行对照，判断方法误差的大小。这
时，所用的标准样品或人工合成样品的组成应该尽可能与待测实际样品组成一致，以免得出错误的结
论。②以所用的分析方法与可靠的标准方法或经典方法，分别对同一实际样品进行分析，将分析结果
进行对照，以判断方法误差的大小。③可以利用加入回收法进行对照试验，即在样品中加入已知量的
被测组分，再进行分析，将此分析结果同样品的分析结果相比较，得到加入量的回收程度，从而判断
方法误差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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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原理》

编辑推荐

《分析化学原理(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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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原理》

精彩短评

1、分析化学也终于学完啦!感觉棒棒的!
2、有点贵，不过物有所值
3、吐槽不动
4、貌似很实用。。。。额，我也看不懂
5、书真的很不错！！！！！
6、老师推荐的辅导书，很好。是正版
7、书内容是很好的，但是书外折了.......
8、该书为大二学生课本。比学校购买便宜。而且书的质量很好。
9、书真的很好，内容详细。不过就是书到手发现封面有几处损伤，不过没啥。。只是对我这种特别
爱书的人有点儿小伤心呢。。哈哈
10、性价比比较好。内容全面。适合考研分析化学专业使用
11、这个是名校复旦大学的教材, 我们也采用, 写得不错的.
12、挺好的 真的
13、忝为教材。
14、首先，基本理论很详尽；其次，适度拓展很到位；最后，习题设计得很实用。美中不足的是排版
没第一版那么一目了然。
15、好···············
16、语死早
17、这本书编的很杂，把什么东西都编在了一本书里面，顺序不是特别清晰，主要是因为是我们学校
的教材才买，可能第三版第四版出来的时候会更好吧。
18、这本书送货及时，因为丢失了一本相同的书，买这本书作为补偿，挺好。
19、帮同学买的   觉着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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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原理》

精彩书评

1、总是对我旦的教材吐槽不动，这本尤其是。 1、化学分析部分写得不错。2、电化学分析原理部分
没写清楚，至少有些段落我读了很多遍都没读懂。3、常规仪器分析（姑且这么称呼，这部分仪分和
国内别的地方差不多的内容），彻底沦为仪器说明手册。4、新添仪器分析内容，主要是质谱、微反
应分析部分。意图不错，不过显得有点累赘，上课基本没机会涉及。不过，有心人自然会去看看的
。5、书后大篇幅关于分析化学底层的概率统计知识以及实验设计原理。  无奈是一群学化学的人写的
。 我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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