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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

前言

　　本书第三版仍遵循高职高专院校对分析化学课程的要求，贯彻理论够用为度的原则，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在确保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的前提下，精简教材内容，注重基本知识的更新，以
适应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需要。　　本书内容包括化学分析法和仪器分析法两大部分。　　在化学分
析法中，保留了第二版中的全部内容，对文字叙述的不妥之处进行了更正；对酸碱水溶液平衡组分浓
度计算中的相关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进行了认真的校核，完善了表达方式，修改了排版错误；在氧化
还原反应及其平衡处理中，对活度系数和副反应效应系数的表达式进行了更正。　　在仪器分析法中
，从以下几处进行了增补或删减：　　1.在可见光吸收光谱中，对分光光度滴定法加强了阐述，删除
了分光光度计中与紫外吸收光度计重复的内容。　　2.在红外吸收光谱法中，增加了对傅里叶变换红
外吸收光谱仪的介绍。　　3.在原子吸收光谱法中，增加了对物理干扰及其消除的内容。　　4.在电化
学分析法中，增加了对自动电位滴定仪和微量水测定仪的应用介绍。　　5.在气相色谱分析法中，增
加了对电子压力控制系统、麦克雷诺兹常数评价固定液极性、毛细管柱的不同类型及电子捕获检测器
机理的介绍。　　6.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中，增加了对双柱塞往复式串联泵、流动相黏度、离子交
换色谱的固定相、抑制器的工作原理、流动相及超高效液相色谱的介绍。　　7.在萃取分离方法中，
增加了对液固萃取和快速溶剂萃取的介绍。　　为了开拓学生学习的视野，本版增加了现代分析方法
与分析仪器的发展趋向一章，使学生了解分析化学发展的前沿领域和分析仪器在当代的进展，以调动
学生获取新知识的积极性。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恳请同行及读者提出宝贵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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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析化学(第3版)》第三版仍遵循高职高专院校对分析化学课程的要求，贯彻理论够用为度的原则，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确保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的前提下，精简教材内容，注重基本知识
的更新，以适应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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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分析化学概论　第一节　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　第二节　分析化学方法的分类　第三节　
分析测定的一般过程　第四节　分析化学与化学计量学、过程分析化学　第五节　分析化学前沿与分
析化学人才的培养第二章　法定计量单位与分析化学计算　第一节　法定计量单位与国际单位制　　
一、法定计量单位　　二、国际单位制　　三、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　第二节　定量化学分析计算　
　一、滴定分析法计算　　二、称量分析法计算　　三、微量分析法计算　习题第三章　定量分析测
定误差与分析化学质量保证　第一节　定量分析测定误差　　一、定量分析误差的定义　　二、误差
的分类　　三、分析结果的表征——准确度、精密度　第二节　有效数字　第三节　实验数据的统计
处理及分析结果的正确表达　　一、随机误差的正态分布与ｔ分布　　二、数据的统计处理方法及分
析结果的正确表达　第四节　分析质量与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质量保证　　一、分析质量　　二、
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　　三、分析实验室质量保证　习题第四章　化学分析中的反应及平衡处理方法
——副反应系数法　第一节　酸碱反应及其平衡处理　　一、酸碱质子理论　　二、酸碱反应平衡常
数与酸碱强度　　三、酸碱水溶液平衡组分浓度的计算　　四、溶液中离子平衡图解法的应用　　五
、酸碱溶液的H＋浓度计算　　六、酸碱缓冲溶液　第二节　配位化合物反应及其平衡处理　　一、
配位化合物的稳定常数　　二、各级配位化合物的分布　　三、副反应系数　第三节　氧化还原反应
及其平衡处理　　一、水溶液中的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极电位　　二、条件电极电位　　三、氧化还原
反应的速率与反应条件的控制　第四节　沉淀反应及其平衡处理　　一、条件溶度积　　二、影响沉
淀溶解度的因素　第五节　非平衡状态反应在分析测定的应用——FIA技术　习题第五章　滴定分析
法　第一节　滴定分析法的条件与误差　　一、滴定分析法的基本概念　　二、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
定　　三、容量分析仪器　　四、滴定终点的确定方法　　五、滴定方式　第二节　酸碱滴定法　　
一、酸碱滴定反应的类型　　二、滴定曲线和指示剂的选择　　三、滴定可行性的判断　　四、酸碱
滴定反应的强化措施　　五、酸碱滴定法误差(阅读材料)　　六、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第三节　配位
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及沉淀滴定法　　一、配位滴定法　　二、氧化还原滴定法　　三、沉淀滴
定法　习题第六章　称量分析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挥发法在分析中的应用(阅读材料)　　一
、水分测定　　二、灼烧失量测定　　三、灰分、挥发分测定　　四、不溶物、悬浮物测定　　五、
萃取称量法　第三节　沉淀分析法的原理和应用　　一、沉淀的类型　　二、沉淀的形成原理　　三
、减少沉淀沾污，获得纯净沉淀的方法　　四、沉淀分析法的应用　第四节　均匀沉淀法与沉淀法在
材料制备中的应用第七章　光谱分析法　第一节　可见光吸收光谱法——分光光度法　　一、物质对
光的选择性吸收与吸收光谱法　　二、可见分光光度法的特点　　三、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　　四
、分光光度测定方法　　五、分光光度计　　六、分光光度法的误差与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第二节　紫外吸收光谱法　　一、基本原理　　二、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吸收光谱　　三、影响紫外吸
收光谱的主要因素　　四、紫外分光光度计简介　　五、紫外吸收光谱法的应用　第三节　红外吸收
光谱法　　一、基本原理　　二、有机化合物的红外吸收光谱　　三、红外分光光度计简介　　四、
红外吸收光谱法在有机分析中的应用　第四节　原子发射光谱法　　一、基本原理　　二、原子发射
光谱仪　　三、定性分析　　四、定量分析　第五节　原子吸收光谱法　　一、基本原理　　二、原
子吸收光谱仪　　三、原子吸收光谱的测量技术　　四、原子吸收光谱的分析方法　思考题和习题第
八章　电化学分析法　第一节　各种测量用电极　　一、参比电极　　二、指示电极　　三、离子选
择性电极　第二节　电位分析法及其应用　　一、电位分析法测定溶液的pH　　二、电位分析法测定
离子活度　　三、电位滴定法　第三节　库仑分析法　　一、控制电位库仑分析　　二、恒电流库仑
滴定(库仑滴定)　　三、微库仑分析法(动态库仑分析)简介　第四节　溶出伏安法　第五节　双指示
电极安培滴定(永停终点法)　思考题和习题第九章　色谱分析法　第一节　色谱分析法的原理及分类
　　一、茨维特的经典实验　　二、色谱分析法的分离原理及特点　　三、色谱分析法的分类　第二
节　气相色谱分析法　　一、方法简介　　二、气相色谱仪　　三、气相色谱固定相　　四、气相色
谱检测器　　五、气相色谱的定性及定量方法　　六、气相色谱法基本原理　　七、程序升温操作技
术　　八、气相色谱分析法测定实例(阅读材料)　第三节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　　一、方法简介　
　二、高效液相色谱仪　　三、高效液相色谱检测器　　四、高效液相色谱的固定相和流动相　　五
、高效液相色谱的基本理论　　六、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测定实例(阅读材料)　思考题和习题第十章
　定量分析中的分离方法及一般分析步骤　第一节　定量分析中的分离方法　　一、沉淀分离法　　

Page 4



《分析化学》

二、萃取分离法　　三、离子交换分离法　　四、液相色谱分离法　　五、膜分离法　　六、固相萃
取和固相微萃取　　七、微波溶样或微波萃取　　八、超临界流体萃取　第二节　定量分析的一般步
骤　　一、试样的采集和制备　　二、试样的溶解或分解　　三、干扰组分的分离　　四、欲测组分
定量分析方法的选择　思考题和习题第十一章　现代分析方法与分析仪器的发展趋向(阅读材料)　第
一节　分析工作者的分析技能培养　第二节　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向　第三节　分析仪器的发展趋向　
　一、分析仪器分类简介　　二、分析仪器的发展趋向附录　表一　弱酸、弱碱在水溶液中的离解常
数(25℃)　表二　金属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表三　金属离子与氨羧配合剂配合物稳定常数的对数值　
表四　一些配合物滴定剂、掩蔽剂、缓冲剂阴离子的lgαL(H)值　表五　一些金属离子的lgαM(OH)
值　表六　金属指示剂的lgαIn(H)值及金属指示剂变色点的pM值(即pMt值)　表七　标准电极电位(
φ)及一些氧化还原电对的条件电极电位(φ′)　表八　难溶化合物的活度积(Ksp)和溶度积(Ksp)(25℃)
　表九　相对原子质量表　表十　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　表十一　国际单位制的辅助单位　表十二
　国际单位制中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　表十三　国家选定的非国际单位制　表十四　SI词头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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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析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化学学科的分支，它的任务是研究各种物质化学组成的测定方法。
依据分析任务要求的不同，分析化学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用于确定物质由哪些元素
、离子、官能团或化合物所组成；定量分析则用于测定物质中各个组分的含量。　　20世纪50年代以
前，分析化学的任务主要是成分分析。即利用化学平衡的基本理论，采用湿法化学分析方法，以分析
天平、滴定管、容量瓶、移液管、瓷坩埚和各种玻璃器皿作为分析工具，对各种矿石、金属冶炼材料
、钢材、合金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测定工作，提出了H2S系统定性分析法及用于定量分析的重量分析法
和容量分析法，满足了采矿、冶金、机械工业发展对成分分析的需求，并针对物质中含有的微量或痕
量组分，发展了比色分析法，以后又发展了至今仍广泛使用的分光光度法。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
后，随着石油化学工业、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以及人类对环境保护认识的提
高，为了追踪污染源和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广泛开展了环境监测工作。这都使分析化学面临新的挑战
，当时已经建立的许多成熟的成分分析化学方法，已不能满足工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而迅速
促使仪器分析方法的不断涌现。仪器分析方法是依据物理学（如光学、电学、磁学、热学、质谱学等
）、物理化学（如色谱学）、生物化学（如锁匙络合物的亲和原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如数理统
计、化学计量学等）的基本原理，建立的各种组分或化合物的快速、灵敏、准确的测定方法。由仪器
分析方法测定的数据不仅可满足成分分析的需要，还可提供化合物中不同原子排布及相互关联的分子
结构信息；对半导体或超纯物质（纯度大于99.9 99／6）可进行表面、微区分析，以研究纳米（1nm
一1-9m）尺寸粒子的导电行为；对环境污染物可进行价态和形态分析，来判断它们的生理作用、生态
效应和环境行为，特别是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　　20世纪分析化学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它由成分
分析扩展到结构分析、表面和微区分析、价态和形态分析。分析化学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
，利用物质一切可以利用的性质，建立了对不同物质进行表征测量的新技术、新方法、新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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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论部分少一点
2、初步学习用，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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