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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我国分析化学领域的一线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合作撰写而成，在融合各分支学科发展的基础
上集中反映了分析化学学科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
全书分为15个专题：分析化学学科“十二五”发展战略报告、色谱分析、微-纳尺度分离分析、电化学
分析、光谱分析、质谱分析、核磁共振波谱分析、成像分析、化学计量学、生命分析化学、药物分析
、环境分析化学、纳米分析化学、公共安全分析、分析科学仪器和装置。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新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读性强。

　　本书可供从事分析化学研究的科研与教学人员、分析测试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分析化学及相关专业
的师生阅读，对于基金申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供其他相关学科的非分析化学专业的科技人员及
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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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分析化学学科“十二五”发展战略报告庄乾坤1　刘虎威2　陈洪渊31.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北京，100085；2.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北京，100871；3.南京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南京，2100931.1　分析化学学科的战略地位分析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和结构，确定物
质在不同状态和演变过程中化学成分、含量、时空分布和相互作用的量测科学，旨在发展各种分析策
略、原理与方法，研制各类器件、装置、仪器及相关软件，以获取物质组成和性质的时空变化规律（
图1-1）。
分析化学是科学研究的眼睛。
无论是历史上众多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成就（1/3是与分析方法有关的），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
重大需求（美国每年用于产品质量控制的费用超过500亿美元），分析化学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分析化学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和空间科学等前沿科学的发展，提供了
研究和获取物质组成、结构和相互作用信息的重要科学支撑。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提前完成、方兴未艾的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多种组学研究中，分析化学的发
展与测试技术的进步都为瓶颈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新药研制，疾病诊断、预警、治疗和发病机制
、生命过程的揭示与分析化学密不可分；在食品与环境安全、产品质量控制、防伪与反绿色壁垒中灵
敏、特异的分析检测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空间探测、反毒、反恐和突发事件的侦破与解决等方面
，更是需要分析化学提供先进的有效分析方法。
可以说，分析化学是整个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柱。
分析化学从传统的容量分析到现代的仪器分析，从光谱、电化学、色谱和热分析到质谱、核磁共振、
电镜、成像分析、纳米分析乃至微-纳流控分析，从无机、有机分析到生命过程信息的获取，从常量、
微量、痕量分析到单细胞、单分子分析，从简单物质的鉴定、单一信号的获取到复杂与生命体系的多
通道、高通量检测与海量数据的挖掘，分析化学通过与物理、生物、数学、材料和计算机等相关学科
的交叉与融合，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诞生了新的生长点与前瞻性的研究方向。
与此同时，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又不断给分析化学提出新的和更高的需求和挑战，对分析方法和检
测仪器的不断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2　分析化学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研究特点1.2.1　分析化学的发展规律　　分析化学是一门获取物质信
息、揭示物质时空变化规律的量测科学，其发展规律有以下几个。
1.分析化学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目标始终是一致的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虽有一些科学理论成果是先
于社会需求产生的，但是大部分科技发展成果是由于社会需求刺激而产生的。
20世纪30～40年代，原子光谱、质谱和离子交换色谱的快速发展就是为了满足曼哈顿计划的需求。
在我国也有类似情况，最近几年的食品安全重大事件及汶川大地震后的环境检测，分析化学家都能及
时组织科技攻关，开发了相关检测技术，建立了相应的国家标准，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所以说，分析化学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国家的经济实力除了反映在国民生产总值及国防实力上外，也反映在产品质量上，而产品质量则体现
着分析检测的水平。
分析化学家一直致力于发展高灵敏度、高通量、高效的分析检测方法，分析化学始终在为各种产品质
量的检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大家知道，我国最近几年在基础研究方面正在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差距还依然存在，如由于
技术手段不足，我国在食品农药残留物检测方面长期处于被动状态。
数据显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U.S.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的多残留检测方法可同时检
测食品中360多种农药残留物，德国的方法可检测325种，加拿大的方法可检测251种，而我国却只能检
测180余种农药残留。
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食品所设立的贸易技术壁垒，大多集中在评价标准和检测技术领域。
这对我国分析化学的发展提出了强烈的国家要求。
目前，我国在农产品、食品检测的分析化学水平正在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成为我国相关产品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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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的坚强技术保障。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及保障国家公共安全，迫切需要分析化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国分析化学家始终将涉及重大疾病与国家公共安全的分析方法的发展作为重要研究内容，加紧研究
如重大疾病早期诊断，食品、环境有害物、爆炸物、毒品、生化恐怖源等的快速、准确、灵敏的检测
方法，以满足维护人民健康、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需求。
从2001年全球首例手足口病，到2003年的SARS病毒，再到2009年H1N1流感病毒，这些不断爆发的全球
流行性疾病的控制与预防，我国的分析化学工作者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迫切的全球性问题的
解决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分析化学的发展与国际科学的前沿始终是一致的目前国际科学的前沿是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
科学和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正是围绕这些前沿领域而快速发展的。
近年来，中国分析化学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见后文所述）。
以微-纳尺度分离分析为例，它得益于纳米科技和微流控学的先期发展和成功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国际
科学前沿研究领域。
目前以微流控学为起点的各项研究，都已从过去的微米尺度向微-纳米和纳米尺度过渡，这种发展又和
纳米制备技术及其分析表征需求相关联。
微-纳尺度分离研究的发展，还直接与生命科学前沿研究，如基因测序、蛋白质组学研究有关，同时也
受益于生命科学新的研究成果。
空间探测对携带仪器质量和体积的苛刻限制，也是促进微-纳尺度分析方法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这就说明，分析化学的发展必须面对科学前沿，并立足于多种学科前沿发展的基础之上，是前沿中的
前沿，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和突出的时代感。
3.分析化学的发展与相邻学科的发展始终是相关的从分析化学实现对物质化学成分的认知而言，需要
利用物质间和物质与各种力场间相互作用的原理、规律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最大限度地获取所需
信息和有关科学数据。
从历史上看，分析化学的发展一直借鉴相关学科的成果。
仪器分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化学分支首先得益于物理科学（电磁学、光学、力学和热学等）、
材料科学（钢铁材料、无机材料、高分子材料及机械加工技术）和计算机等科学的发展；同时，生命
科学、空间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分析化学的发展。
再以微-纳尺度分离分析为例，它直接面对介观及以下尺度空间的科学问题，旨在构建和发展更高水平
、更快速度和更有效率的物质组成、分布及其浓度信息的分析化学策略、方法和技术，以尽可能快速
、全面和准确地获取介观、微观世界中丰富的信息。
这也正是整个分析化学目前所追求的目标，更是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医药卫生和工业技
术中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因此，微-纳尺度分离的发展与整个分析化学的发展一样，也离不开相关学科的发展和支持，只有通过
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和微加工技术等，进行深入地交叉和合作研究甚至融合，分析化学
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1.2.2　分析化学研究的特点从对物质时空组成的性质和含量的要求而言，准确、灵敏、选择、高通量
、原位、快速、实时以至自动获取上述信息和数据是分析化学始终追求的核心目标。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这种与时俱进的追求永无止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术也将层出不穷
，因而成为分析化学发展永恒的原动力。
而对于物质在极端状态下（超高温、超低温、强辐射、宇宙空间、外星和高速运动等）信息和数据的
获取，又使分析化学（科学）进入了新的境界。
分析化学是最善于把科学上的新发展转化为全新的分析方法和仪器的学科，而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推
动科学的发展。
例如，核磁共振就是把原子核自旋与磁场和射频场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共振现象（曾两获诺贝尔物理
学奖），转化为用于结构分析的核磁共振波谱方法（199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蛋白质结构的测定方
法（2002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和磁共振成像方法（200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分析原理和方法上的多样性，决定了分析化学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的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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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分析化学研究的特点有以下几个。
1.注重方法和原理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分析化学的研究逐步从以跟踪模仿和应用研究为主
向注重方法和原理创新方向转变，近年来这一转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
在微-纳流控分析、新型荧光探针、纳米分析和电化学分析等方面，中国分析化学家取得了一批国际领
先的研究成果。
分析化学家已经形成了一致的共识，即只有在方法和原理上进行创新，才能做出一流的工作，才能提
升中国分析化学的地位。
2.以生命分析和环境分析为研究重点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前沿，环境分析关乎人类的发展，中国
分析化学家近年来围绕这两个重点领域开展分析化学研究，在蛋白质分析、DNA测定、自由基检测、
疾病诊断，以及环境污染物监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成为了我国分析化学学科发展的标志性成
果。
3.与尖端分析仪器装置的研发紧密结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科学仪器是科学数据产生的源泉。
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很多学科的发展首先有赖于技术方法及科学仪器的不断创新，近现代
科学的发展更是以技术的迅速发展为重要基础。
大家都知道，在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中，大约有1/4是属于测试方法和仪器创新的，如质谱仪、CT断
层扫描仪、X射线物质结构分析仪和扫描隧道显微镜等。
原因在于，科学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往往要以实验装置和仪器技术及方法学上的突破为先导。
以微流控学的研究为例，我国和国际研究的早期情况基本一致，首先是相关实验装置的加工和制备。
经过国家“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的成功实施，我国在微-纳尺度分离方面的
加工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并形成了一定的加工创新能力，这为我国在此领域进行前沿探索提供了
重要技术保证。
4.已有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而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决定因素是它所拥有的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近年来，通过大力引进青年人才，引进尖端人才，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支高素
质的分析化学研究队伍。
5.初步形成了一个公平竞争、团结合作、和谐发展的氛围孔子曰：“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
在当前众多领域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如何有效维持一支高效和富于创新的研究队伍，必须从战略高度
上加以思考，其关键是要构建一个公平竞争、和谐发展、善于团结多数的研究氛围。
近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建立一种学术自由、公平竞争、尊重科学家研究兴趣、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体制
；摒弃文人相轻、人为设置界限等不利于学科发展的思想倾向和不良做法；确立一套科学、公正、合
理、透明的评审和评价机制。
这样就有利于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投身于分析化学的研究中来，使我们的发展前景广阔，后
继有人。
1.3　近年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1.3.1　人才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
速发展，分析化学队伍也在不断快速壮大。
目前我国分析化学研究队伍约3500人，主要分布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
开展分析化学研究的单位约500个。
至2010年年底，分析化学学科有国家实验室1个（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院共同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湖南大学、南京大学（筹）
），国家优秀研究群体4个（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武汉大学、西南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河北大学）
；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5个（福州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
学）；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1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全国重点学科8个（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现有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42人、教育部长江学者6人（邵元华、严秀平、鞠先、夏兴华、林金明、李景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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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在校分析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约1600人。
1.3.2　资助现状近年来，国家对分析化学学科的资助保持了一个快速可喜的增长态势。
从2005年至2010年，分析化学项目申请总数分别为：514份、656份、756份、863份、1031份和1181份，
来自全国298个单位，资助项目总数分别为：117项、144项、163项、201项、224项和261项，分布于146
个单位。
通过这些项目的支持，近年来分析化学学科无论在研究队伍方面还是在基础研究方面都得到了飞速的
发展，这在上面人才队伍及下面重要成果介绍里都有具体体现。
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分析化学学科进行重大、重点、面上、青年、地区及杰出青年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国际合作等形式进行资助外，近5年根据国家需求与经济建设的
需要，科技部对分析化学学科的资助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对分析测试新方法、新技术，创新仪
器与装置等方面进行了重点支持与资助，这大大促进了分析化学学科的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发展。
1.3.3　研究现状首先，我们看看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在学科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统计情况。
1.AnalyticalChemistry2001～2010年，中国科学家发表在AnalyticalChemistry上的论文数逐年增加，从2001
年的29篇飞跃到2010年的198篇，详细数据请参见图1-2，另外，图1-3给出了2001～2010年中国科学家
在AnalyticalChemistry发表论文占总论文数的比例。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10年来中国分析化学发展快速，尤其是近4年更是得到迅速发展，形式喜人。
图1-4中列出了2001～2010年AnalyticalChemistry发表文章按照国家（地区）统计的前20名名单，中国大
陆列第二位（805篇）。
这是中国分析化学家在国家政策和自然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取得的成果。

Page 1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

编辑推荐

Page 1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分析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