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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分析化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农林基础教学指
导委员会修订的“普通高等农林院校非化学专业教学基本要求和化学教学基本内容”的指导精神，结
合山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高等农林院校化学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改革与实践”的研究成果而
编写的。
本书列入化工教育协会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十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分类、发展趋势；第二章至第
十五章介绍了定量分析误差和分析数据的处理、滴定分析法概论、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氧化还
原滴定法、沉淀滴定法、分析化学中的常用分离方法、电势分析法、吸光光度分析法、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气相色谱分析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现代仪器分析简介以及样品分析的一般过程等内容。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分析化学》从目前各非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基
础化学教学实际出发，立足于分析化学的基础知识点，优化经典内容，加强基础，适当扩充知识面、
增加适量新内容，注重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注重联系当前农业、资源、环境、材料、生
物技术、生命科学等实际问题。
内容充实、体系完整、重点突出，概念清晰准确。
为了便于教学和自学，各章均附有本章小结和足量的与内容密切相关的思考题和习题。
　　本书适用于与化学关系密切的，如生命科学类、动植物检验类、资源与环境保护类、食品安全、
制药工程等专业所开设的较高层次基础化学课程使用，也可作为相关科技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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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的飞速发展和需要，给分析化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由
于各门学科向分析化学渗透，也向分析化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使分析化学的理论、方法以及技
术不断丰富和发展。
分析化学的萌芽和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炼金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就近代分析化学而言，一般认为分析化学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在20世纪初，随着物理化学的溶液平衡理论（酸碱平衡、氧化还原平衡、配位平衡、沉
淀平衡）的建立，并且被引入到分析化学，从而使分析化学由一种检测技术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系统理
论的科学，确立了作为化学分支学科的地位。
第二次变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物理学和电子学、半导体以及原子能技术的
发展，促进了分析化学中仪器分析方法和分离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于是仪器分析成为分析化学的重要
内容，改变了以化学分析为主的局面，使经典分析化学发展成为现代分析化学。
第三次变革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分析化学的内容和任务不断地扩
大和复杂；同时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等的发展对分析化学的要求和期望也在不断地增加和
提高；再者由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促进，特别是与生物学，信息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的交叉与
渗透，使得分析化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仪器不断产生和发展，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物质全
面信息，进一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科学工具，标志着分析化学已经发展到具有综合性和交叉
性特征的分析科学阶段。
从分析化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分析化学的任务不再局限于测定物质的组分和含量，而是要求能够
提供物质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包括从常量到微量及微粒分析；从组成到形态分析；从总体到微区、
表面、逐层分析；从宏观组分到微观结构分析；从静态到快速反应追踪分析；从破坏试样到无损分析
；从离线到在线分析等全方面多层次的物质信息。
这必然要求分析化学的分析手段越来越灵敏、准确、快速、简便和自动化。
其主要的发展趋势如下所述。
一、分析理论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与网络、生命科学等各学科的相互
渗透与融合，使得分析化学理论更加完善，逐渐使分析化学成为一门以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属性，对
一切可以测定的化学组分及其形态、结构、反应历程进行测量和表征的综合性学科。
一、分析技术的发展趋势在分析技术上趋于向高选择性、高灵敏（大分子、原子水平）、快速、简便
、经济及分析仪器的自动化、数字化、计算机化发展，并向智能化、仿生化纵深发展。
1.复杂物质体系的分离与分析方法的选择性复杂物质体系的分离和测定一直是人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
由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超临界萃取和毛细管电泳等所组成的色谱学及其技术，是现代分离分析的主
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分析化学发展的热点之一。
在提高分析方法选择性方面，各种选择性试剂、萃取剂、吸附剂、表面活性剂、传感器的活性基质以
及各种选择性检测技术等，都是当前分析化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
2.更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为了提高分析方法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在分析化学中引入了许多新技术。
例如，激光技术的引入，促进了激光共振电离光谱、拉曼光谱、激光诱导荧光光谱、激光光热光谱和
激光质谱等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分析方法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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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分析化学》适用于与化学关系密切的，如生命科学类、动植
物检验类、资源与环境保护类、食品安全、制药工程等专业所开设的较高层次基础化学课程使用，也
可作为相关科技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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