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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仪器分析》

前言

　　高等农业院校教材《仪器分析》于1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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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教学的要求，对原教材作了全面修订，改名《现代仪器分析》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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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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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分析目标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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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的本质与内在的联系，并能用于分析实践。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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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高等农业院校《仪器分析》教材的修订本，内容与大学物理与大学化学相衔接，以化学信
息学为基础，介绍了农业和生物学中，常用仪器分析的原理、特点、技术与应用。本书还对现代仪器
分析的总体、光谱分析、色谱分析与计算机在仪器分析中的应用作概括的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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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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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该书内容简明扼要，浅显易懂，部分内容需进一步深入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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