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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化学定量分析部分，下册为仪器分析部分。
上册共9章，包括绪论、误差与分析数据处理、重量分析法、滴定分析概论、酸碱滴定法、络合滴定
法、沉淀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及取样与样品预处理方法；下册共16章，包括绪论、电位分析法和
永停滴定法、光谱分析法概论、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分子发光分析法、红外分光光度法、核磁共
振波谱法、质谱法、综合光谱解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色谱分析法概论、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
色谱法、平面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及色谱联用技术。

　　本书内容全面、系统、新颖，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并能满足分析化学各教学环节及不同层次的
需求。

　　本书配套教学资源有《分析化学习题集》、《分析化学实验》、《分析化学简明教程》、《仪器
分析选论》及《分析化学多媒体教学软件》等，其内容与《分析化学》密切相关，可按需选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药学、化学及化工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教学和科研人员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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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便于教学和适应一些院校将仪器分析单列为一门课程的需求，《分析化学》（第三版）分为
上、下两册出版，上册为化学定量分析部分，下册为仪器分析部分。
本册为上册。
与第二版教材相比，化学定量分析部分增加了“取样与样品预处理方法”一章；仪器分析部分将“荧
光分析法”及“经典液相色谱法”分别更名为“分子发光分析法”及“平面色谱法”。
在“分子发光分析法”中，增加了化学发光分析法的内容；在“平面色谱法”中删去原经典柱色谱部
分，充实了薄层色谱法的内容。
此外，在核磁共振波谱法中还增加了核磁共振碳谱及核磁共振二维谱简介等内容。
在章节顺序上也有所调整：一是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调整至各分子吸收光谱法及“综合光谱解
析”之后，以适应光谱法的分类；二是根据与色谱理论的相关程度，将“平面色谱法”移至“气相色
谱法”及“高效液相色谱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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