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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波谱分析已成为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最常用的有效手段。
有机波谱分析方法在化学工业、石油化工、橡胶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同时对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乃至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掌握有机波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学会光波谱解析的方法已成为化学工作者和相关科学工作者的必需。
目前以紫外一可见光谱（UV-VIS）、红外光谱（IR）、核磁共振波谱（NMR）和质谱（MS）为主的
四种有机波谱（合称为四大谱）分析方法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机结构鉴定方法，在有机结
构鉴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发展的紫外光谱和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红外光谱为化学家提供了识别有机化合物生
色团和官能团的有效方法；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质谱可给出化合物的分子式，并且通过裂解方式
提供分子的结构信息；而20世纪60年代普遍发展的核磁共振波谱有助于指出是什么化合物，已成为目
前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有机波谱分析是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重要课程之一。
通过多年来有机波谱分析的教学，编者深深感到，虽然有机波谱分析的参考书比较多，但适合作为研
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材的书相对偏少。
编写本书的思路就是要把多年来教学实践的心得融入其中，反映有机波谱分析领域的最新科学研究成
果。
本书谱图解析实例较多，还详细提供了典型的波谱数据及经验公式，不仅可作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
生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有机波谱分析和相关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化学工作者和相关科学工作
者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详细阐述了有机波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对有机波谱在有机结构分析中的应用，包括谱图解析方法
，特别是几种谱图的综合解析进行了重点阐述。
本书主要介绍了有机质谱、H核磁共振波谱、C核磁共振波谱和二维核磁共振波谱、紫外一可见吸收
光谱、红外吸收光谱、激光拉曼光谱和波谱组合鉴定等内容。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既要有利于学生掌握普及型仪器的分析方法，又要让学生了解波谱分析领域的研究
现状和发展方向。
例如，为了充分体现核磁共振波谱在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中的突出地位，本书不仅详细阐述了HNMR
和CNMR的基本原理和在有机结构鉴定中的应用，而且系统阐述了2D-NMR技术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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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波谱分析已成为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最常用的有效手段。
有机波谱分析方法在化学工业、石油化工、橡胶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同时对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乃至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掌握有机波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学会光波谱解析的方法已成为化学工作者和相关科学工作者的必需。
　　　　目前以紫外一可见光谱（UV—VIS）、红外光谱（IR）、核磁共振波谱（NMR）和质谱
（MS）为主的四种有机波谱（合称为四大谱）分析方法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机结构鉴定方
法，在有机结构鉴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发展的紫外光谱和20世纪40年代发展起来的红外光谱为化学家提供了识别有机化合物生
色团和官能团的有效方法；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质谱可给出化合物的分子式，并且通过裂解方式
提供分子的结构信息；而20世纪60年代普遍发展的核磁共振波谱有助于指出是什么化合物，已成为目
前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有机波谱分析是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重要课程之一。
通过多年来有机波谱分析的教学，编者深深感到，虽然有机波谱分析的参考书比较多，但适合作为研
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材的书相对偏少。
编写《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的思路就是要把多年来教学实践的
心得融入其中，反映有机波谱分析领域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谱图解析实例较多，还详细提供了典型
的波谱数据及经验公式，不仅可作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有机波谱分析和相
关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化学工作者和相关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详细阐述了有机波谱分析的基本原
理，对有机波谱在有机结构分析中的应用，包括谱图解析方法，特别是几种谱图的综合解析进行了重
点阐述。
《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主要介绍了有机质谱、1H核磁共振波谱
、13C核磁共振波谱和二维核磁共振波谱、紫外一可见吸收光谱、红外吸收光谱、激光拉曼光谱和波
谱组合鉴定等内容。
《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的编写目的是既要有利于学生掌握普及
型仪器的分析方法，又要让学生了解波谱分析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例如，为了充分体现核磁共振波谱在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中的突出地位，《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
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不仅详细阐述了1HNMR和13C NMR的基本原理和在有机结构鉴定
中的应用，而且系统阐述了2D-NMR技术和应用。
质谱法是鉴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重要方法，其灵敏度远远超过NMR和IR等波谱方法，《高等学校理工
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充分考虑质谱法十多年来的发展和应用情况，重点阐述
了其在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的应用，详细介绍四极杆、离子阱、飞行时间、FT—MS质谱仪和
各种联用技术，并对有机化学、生物化学中应用的多种离子化方式特别是电喷雾离子化（ESI）和基质
辅助激光解吸离子化（MALDI）技术及其应用进行了详细介绍，给出了在蛋白质和多肽质谱分析中的
典型应用，更加充分地反映了质谱研究的前沿。
书中收录了各类有机化合物的有机波谱图和参考数据表，而且各章均附有适量的谱图解析实例和习题
。
　　《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有机结构波谱鉴定》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的一些
优秀教材、专著和文献，在此向这些作者表不衷心的感谢；同时吸取了我校分析中心彭勤纪、孙琢琏
、董振温、王璧人和刘立新等教授的先进学术思想和教学经验，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志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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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现代仪器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和普遍应用，由紫外一可见光谱（UV-VIs）、红外光谱（IR
）、核磁共振波谱（NMR）和质谱（MS）等为主的四种光波谱分析方法（合称为四大谱）相互配合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机结构鉴定方法，在有机结构鉴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末，随着现代分析仪器制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光波谱分析展现出十分诱人的前景
。
四种光波谱分析方法在最近涌现许多新的分析技术。
例如，紫外吸收光谱的双波长光谱、多波长光谱和导数光谱的应用，提高了分析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可用于多组分等复杂体系的分析。
红外吸收光谱普遍采用傅立叶变换技术，提高了仪器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实现了对微量样品的分析。
特别是一些联用技术的进展，实现了对混合样品的分析。
激光拉曼光谱与红外吸收光谱相配合已成为分子结构研究的主要手段。
利用表面增强拉曼效应使激光拉曼光谱的灵敏度提高105～107倍。
共振拉曼光谱灵敏度高，特别适用于微量生物大分子检测，可以直接获得人体体液的拉曼光谱图。
核磁共振波谱采用脉冲傅立叶变换技术，使”C-NMR发展为常规的分析方法，多脉冲序列的应用发展
了二维核磁共振波谱（2D-NMR）和多维核磁共振波谱。
有机质谱出现了多种新的软电离技术，例如，快原子轰击离子源（FAB）、大气压离子源（API）和基
质辅助激光解析离子源（MALDI）等，适合于难挥发、热不稳定的分子以及蛋白质、核酸、多糖、多
聚物等生物分子的结构测定，把质谱推向生物大分子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生物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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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结构波谱鉴定》：高等学校理工科化学化工类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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