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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分析》

前言

分析化学这一古老的学科经历了20世纪的大发展后，以新的面貌跨入了2l世纪。分析化学的发展，其
核心是各种新的分析技术的涌现与原有分析技术的进步，正是这些分析技术使分析化学能够承担对人
类文明社会肩负的许多重责：从食品安全检验到药物质量控制；从生化分析到疾病早期诊断；从饮用
水、空气洁净度监测到环境生态污染跟踪；从法医分析到刑事犯罪侦查；从生产过程分析到各类产品
质量监控等。有人估计，西方经济的总量中约有5％直接与分析检测相关。这显然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近几年在我国出口贸易过程中，出现的服装甲醛含量超标、食品添加剂问题、玩具材料含毒素或有
毒物质等问题，在国际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些问题本应该在生产过程中和产品出厂前依靠分析技
术进行检测把关而避免。从我国分析化学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如何提高分析技术人员的素质，做好
产品质量监控工作，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湖南大学分析化学学科王玉枝等教授应邀编写了“
分析技术丛书”。这套丛书对分析化学技术人才的培训有重要参考价值。读者能借助它们获取有关分
析技术较系统的基础知识，同时也能了解相关研究的发展前沿。即使是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分析工
作者，也能在工作需要时从本丛书获取有用的参考信息。丛书出版之际，编者让我写几句话，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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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分析》

内容概要

《色谱分析》为分析技术丛书之三，色谱分析部分。《色谱分析》从色谱分析的特点出发，较全面地
介绍了从事色谱分析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全书包括十一章：色谱法概述、柱色
谱法、纸色谱法、薄层色谱法、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法、其他色谱法简介、
色谱分析仪器简介、纸上电泳分离法、毛细管电泳法。书末附有与色谱分析有关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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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分析》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色谱法概述　第一节　色谱法的发展简史　第二节　色谱法的分类和特点　　一、色谱法的分
类　　　二、色谱法的特点　第三节　色谱法的比较　　一、适用的样品　　二、分析速度　　三、
灵敏度　第四节　色谱法的选择和应用　　一、样品的前处理和衍生化　　二、根据样品状态选择色
谱方法　　三、根据分析目的选择色谱方法　　四、色谱法在高分子添加剂分析中的应用　第五节　
色谱法的发展趋势　　一、新型固定相和检测器的研究　　二、色谱新技术的研究第二章 柱色谱法　
第一节　柱色谱法的分类　　一、液——固吸附柱色谱法　　二、液——液分配柱色谱法　　三、离
子交换柱色谱法　第二节　柱色谱的实验方法及应用示例　　一、实验方法　　二、应用示例第三章 
纸色谱法　第一节　纸色谱法的分离原理　第二节　纸色谱的实验方法及应用示例　　一、实验方法
　　二、应用示例第四章 薄层色谱法　第一节　薄层色谱法的基本原理及特点　　一、基本原理　　
二、特点　第二节　薄层色谱的实验方法及应用示例　　一、实验方法　　二、应用示例　第三节　
高效薄层色谱法和薄层扫描法简介　　一、高效薄层色谱法　　二、薄层扫描法第五章 气相色谱法　
第一节　色相色谱法的分类及特点　　一、分类　　二、特点　第二节　气相色谱固定相　　一、固
体固定相　　二、固定液　　三、载体　第三节　气相色谱检测器　　一、热导检测器　　二、氢火
焰离子化检测器　　三、电子捕获检测器　　四、火焰光度检测器　　五、检测器的性能指标　第四
节　气相色谱基本理论　　一、色谱流出曲线及保留值　　⋯⋯第六章 高效液相色谱法第七章 离子
交换色谱法第八章 其他色谱法简介第九章 色谱分析仪器简介第十章 纸上电泳分离法第十一章 毛细管
电泳法主要参考文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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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分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色谱法概述第一节色谱法的发展简史所谓分析，就是要确定是什么（定性）和有多少（定量）
。定性分析中，若只要求确定元素的组成（如无机定性分析），则用像发射光谱分析那样的方法一次
测定就可以得到多种元素的分析结果。但一般而言，分析对象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化合物，为数不多
的几种元素即可组成许多化合物，尤其在有机化合物中，由碳、氢、氮、氧、硫和卤素等几种元素可
以组成数百万种化合物。仅用一种分析装置就能分析这些混合物的仪器至今还没有发明。为分析混合
物，必须利用组分之间某种物理和化学行为的差异，逐一分离各组分，测定其构成元素的种类、各元
素原子的数目、结合状态、分子的立体构型和相对分子质量等，再鉴定其组分。若能分离出需要量（
几十毫克）的纯化合物组分，则用现代鉴定方法（如质谱分析、核磁共振分析、红外吸收分析、元素
分析、X射线分析等）就能确定结构。反之，当在测定样品中有多种化合物共存时，即使用上述方法
，也不可能对各种组分进行识别和鉴定。因此，在使用这些分析仪器之前，除去干扰物，分离出分析
仪器鉴定极限以上的纯品量的前处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直到19世纪色谱法才被化学家所使用。对色
谱法首先进行详细描述的是俄国植物学家茨维特（Tswett）。1906年，茨维特在研究植物色素的组成
时，把含植物色素——叶绿素的石油醚提取液注入一根装有CaCO3 颗粒的竖直玻璃管中，提取液中的
色素被吸附在CaCO3颗粒上，然后再加人纯石油醚，任其自由流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叶绿素中的
各种成分就逐渐相互分开，在玻璃管中形成了不同颜色的谱带，“色谱”（即“有色的谱带”）一词
由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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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分析》

编辑推荐

《色谱分析》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可作为色谱分析工作者的自学读物，也可供石油、轻工、医
药卫生、生物工程、材料及环境保护等部门的分析化验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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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分析》

精彩短评

1、给同事买，她以前在图书馆借阅的，发现不错就买了。
2、书里面的有的页印刷有问题，且内容讲解不是很详细！内容多，但不细
3、一般般吧，内容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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