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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仪器分析(第2版)》是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是根据近年来现代仪器分析在农
业、食品、环境、生物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和目前农业院校的教学需求编写而成。
本教材结合农、林、水等院校的特点，注重于仪器分析基本原理及其在农业科学各领域的应用，并与
农业各专业紧密结合，旨在使学生掌握现代仪器分析技术，解决专业研究中的有关问题。

全书共分14章，主要介绍光谱法、色谱法和电化学等方法原理、仪器基本结构、实验条件选择等。
同时还介绍了仪器分析的最新技术，如化学发光、色谱-质谱联用、串接质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离子色谱、毛细管电泳等。
每章附有应用举例、思考题与习题，并附有答案。

《现代仪器分析(第2版)》可作为农、林、水、轻工等高等院校各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其他院校相
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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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样品的采集一般分为三个步骤。
由分析对象大批物料的各个部分采集的少量物料称为检样；许多份检样综合在一起称为原始样品；原
始样品经过技术处理，再抽取其中的一部分供分析检验的样品称为平均样品（试样）。
通过这三个步骤依次获得检样、原始样品和平均样品。
样品采集的一般方法有随机取样和代表性取样两种方法。
通常采用随机取样与代表性取样结合的方式。
具体的样品的采集方法，因分析对象的性质不同而异。
（2）样品制备样品制备的目的是将采得的原始样品加工成便于后续处理的形态。
子粒样品要干燥、粉碎、过筛；果、蔬样品要切碎、混合、匀浆或研磨等；液态样品要振荡、搅拌、
混匀等。
将制备后的样品，采用“四分法”缩分，并编号、记录。
用万分之一天平准确称取样品，称样精度要符合测定要求。
2.样品提取提取是将试样中的不同成分，采用适当的溶剂和方法，从试样中分离出来。
被提取的试样，可以是固体、液体，也可以是半流体。
用提取溶剂浸泡固体样品，以提取其中的待测成分，称为浸取。
用提取溶剂（常为有机溶剂）提取与之互不相溶或部分相溶的液体样品中的成分（被测物质或杂质）
，称为萃取。
萃取的原理是利用某组分在两种互不相溶的溶剂中的分配系数不同，使其从一种溶剂转移到另一种溶
剂中，而与其他组分分离。
样品提取要求提取完全，其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溶剂和方法。
（1）提取溶剂的正确选择提取效果取决于溶剂的选择。
提取溶剂选择应本着以下原则：对被测物质有最大的溶解度，而对杂质有最小的溶解度；与液体样品
原溶剂完全不互溶并能完全分离；低沸点、化学稳定、易回收、低毒、价廉。
根据相似相溶原理，极性溶剂溶解极性物质，非极性溶剂溶解非极性物质。
在选择溶剂时，既要注意溶剂本身的性质，又要考虑到样品的状况及特性。
要考虑被测成分在提取剂中的溶解度，以选择与其相似极性的提取剂。
一般将样品分为脂溶性和水溶性两大类，脂溶性样品通常采用有机溶剂作为提取溶剂，水溶性样品通
常采用极性溶剂或含水极性溶剂进行提取。
混合溶剂作为提取溶剂，有时要比单一溶剂效果好得多。
例如，分析粮食、蔬菜等样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时，采用的丙酮～石油醚或丙酮一正己烷混合溶剂
的提取效果好于单一溶剂。
提取剂用量要适当，过少不利于被提取物质的溶解，过多虽有利于提取，但会使提取液浓度过低。
一般以提取剂用量为样品体积的5倍为宜。
常用溶剂的极性见表10-1。
（2）提取方法提取过程主要包括混合、分离、回收三个步骤。
混合是将提取剂与固体或液体样品混合，使它们的分子充分接触，于是样品中的待提取物由于在提取
剂中有很高的溶解度而转溶到提取剂中；分离是将溶解有待提取物的提取剂与原固体或液体样品分离
，使待提取物与原样品脱离；回收是将提取剂回收除去，待提取物与提取剂脱离，完成提取或分离。
样品的提取根据样品的性状、实验目的和实验室条件的不同可采用以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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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仪器分析(第2版)》为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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