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害物质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有害物质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122091864

10位ISBN编号：7122091864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方晓明，刘崇华，周锦帆　主编

页数：334

字数：4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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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害物质分析>>

前言

写这本书的前言，先引用周锦帆在2009年10月于“仪器信息网：论坛”刊登的文章《请重视实用分析
化学研究》，获网民良好反响，该文如下。
国内分析化学工作者按其工作性质是否可如下分类：1.分析化学前瞻性研究。
汪尔康院士、俞汝勤院士、陈洪渊院士等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1月初，院士们在扬州的“全国分析化学报告会”上的报告，真正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从而得到国
内外学者的尊敬。
2.分析化学仪器研制。
国内首创原子荧光光谱仪的专家以及金钦汉教授等在分析化学仪器研制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吉天仪器公司的原子荧光在全国检验检疫系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这是民族分析仪器研制的典范
。
3.分析化学教育。
全国约百所高校的分析化学教师在勤勤恳恳地培养下一代分析化学工作者。
清华大学邓勃教授是我国分析化学教育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其著作——《仪器分析》、《分析测试数
据的统计处理方法》、《分析化学辞典》等是难得的精品。
另外，分析化学类杂志编辑对我国分析化学的学术系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4.分析化学应用研究。
分析化学的俗名是“眼睛”。
中国检科院庞国芳院士在食品安全、农残和兽残的检测获得三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多项AoAC奖
，制定了一百二十多项食品检测国家标准，为实用分析化学树立了一面旗帜。
5.分析仪器性能解读者。
外资仪器公司的技术支持及国内一些分析化学教授，及时地介绍国外最新推出的分析仪器，并将新仪
器用于实际的样品分析。
6.分析化学常规分析人员。
他们在不同系统、不同岗位上，以标准分析方法为依据长年与酸碱加仪器打交道，每天实实在在地报
出样品分析结果，可谓分析化学界的老黄牛。
现在是2009年，明年是2010年。
分析化学工作者的工作及研究思路是否该有变化？
笔者谈一点看法。
11月17日7时45分，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复旦大学负责人在谈到研究生的培养时强调，“要重视实用
性人才的培养！
”笔者受此启发，分析化学工作者的研究是否应向“应用分析化学”倾斜甚至转移？
自己1963-1990年在核工业部铀矿冶研究所、1990年至今在检验检疫系统工作，可谓都是当时应用分析
化学研究最实际的部门。
我的体会是：分析化学工作者最大的快乐是自己建立的（有一定创新性）方法正在为其他实验室所采
用，即产生了生产力。
同时，在解决诸多实际分析化学问题的同时是有可能在原创性方面作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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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有害化学物质检测为基础，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实用仪器的应用，以及样品溶解、分离与富集等
实用方法。
作者中绝大多数为检验检疫实验室从事研究及检验工作15年以上、样品分析量超万的科技人员，他们
将自己长年实验室工作的心得全部融合于本书的从头至尾。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色谱/质谱分析，第二部分为光谱分析，第三部分为样品预处理及分离
、富集方法。
同时书中还刻意安排了色谱分析方法比较和光谱分析方法比较，以及附录——与青年分析化学工作者
交流等特色内容。
    本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用性。
即每种分析仪器或分离、富集方法均介绍了2个以上应用实例（均为作者多年来实际应用且有代表性
的检验方法），以便读者尽快理解和掌握。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化学、检验检疫、商品质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材料、医药等相关专业的师
生及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有关人员参考。
此外，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若能真正掌握本书内容，将有助于其掌握有害物质分析的大型仪器，
从而有助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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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3 化妆品的化工原料化妆品原料包括油、水、乳化剂、化学添加剂、粉质、香料、颜料等，
各种成分采用不同比例混合并经过乳化及粉碎、碾磨、混合等物理方法最终制成各种产品。
在化妆品中种种原料保留了其原有的特性，因此原料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优劣。
某些原料中含有少量有害杂质和中间体，可造成对皮肤的刺激。
化学添加剂中诸如防腐剂、表面活性剂、抗氧化剂、收敛剂、抗干燥剂等都可引起皮肤损伤。
此外某些原料成分本身具有强致敏原性，如染发剂中的对苯二胺、化妆品基质中的羊毛脂、丙二醇可
引起变态反应性接触性皮炎。
此外化妆品中某些成分尚有诱发基因突变的作用。
法国某研究所分析了169种染发剂，发现其中156种具有致癌潜能，长期接触此类物质可能诱发癌症。
1.1.2 纺织品中的有害化学物质纺织品和服装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主要有：可裂解出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
料，不易降解的蓝染料，阻燃整理剂，五氯苯酚（PCP），有机锡、汞、镉、镍等可萃取重金属，以
及游离甲醛等。
1.1.2.1 甲醛甲醛具有阻止织物收缩并使产品抗皱、平整干燥、抗静电，保证成品色牢度等作用。
纺织品中游离甲醛主要来源于防腐剂、硬挺剂、树脂整理剂、人造树脂交联剂、静电植绒黏合剂、印
染颜料或活性染料固色剂。
整理剂、固色剂、交联剂、硬挺剂等化学物质多数是以甲醛为原料合成的或是在使用的同时产生了甲
醛，而且产生的甲醛含量较高。
棉、粘胶等纤维素纤维由于容易起皱，尺寸变化大通常需要进行树脂整理，涂料印花需借助交联剂或
黏合剂的作用才能具有较好的固色效果，因此印花部位更容易产生游离甲醛。
甲醛具有防腐功能，活性染料印花浆常加入甲醛以防止腐变。
1.1.2.2 可萃取重金属重金属主要来源于含有金属络合剂的染料及某些助剂，如固色剂、阻燃剂、催化
剂中的重金属离子以及某些天然纤维对环境中重金属的富集。
纺织品中的铅多数存在于染料之中；镉在颜料油漆塑料稳定剂中应用较多，在纺织品行业中应用较少
但对于涂层材料也有含镉的可能性；对于一些具有阻燃性能的纺织品经溴一锑阻燃剂阻燃整理后如果
不经水洗会沉积大量的三氧化二锑：砷可能来源于天然棉纤维喷洒过的杀虫剂；铜主要来源于钴铬铜
对应的络合染料：六价铬主要来源于皮革鞣剂：镍一般存在于纺织品的辅料当中；如金属拉链、纽扣
等纺织品有汞存在的原因可能是以汞盐作为定位剂而生产出来的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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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害物质分析:仪器及应用(求职参考)》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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