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有机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810538367

10位ISBN编号：7810538365

出版时间：2004-9

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玉枝

页数：4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有机分析》

前言

《有机分析》自2004年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波谱法自身取得了很
大的发展，同时化学和相关学科对我们掌握波谱原理和谱图解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有
机分析(第2版)》在第二版时对相关内容做了适当调整和补充，旨在汲取精华、删繁就简、适度创新。
为适应当今复杂样品前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有机分析(第2版)》第一部分中增加了微波萃取等分
离与提纯技术，并将经典色谱法内容做了适当补充。考虑到有机化学分析的相对独立性和经典性，第
二版对《有机分析(第2版)》第二部分内容基本未做改动。考虑到波谱法近年来在仪器、方法及应用上
的新进展和各学科对波谱法的新需求，第二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波谱的基本原理、仪器及实验技术、
结构分析及应用，跟踪了该学科的一些新进展，并列举了大量谱图和分析实例来阐述波谱特征和有机
化合物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有机分析(第2版)》参考了大量相关著作和文献，也参考了一些网上资
料，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在此谨对相关作者表示感谢。第二版修订工作主要由王玉枝完成并统稿
。《有机分析(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化工、药学、石油化工、材料化学、高分子及应用化学
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学用书，也可供化学、化工、药学、生物、材料、石油化工和应用化学等相关
专业的研究生和科技工作者参考。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
教，热忱欢迎读者用E-ma告知对《有机分析(第2版)》的意见和发现的问题。编者E-mail
：wyzss@hn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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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分析》

内容概要

《有机分析(第2版)》是湖南大学教材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成果。全书共三部分十三章。第一部
分为分离与提纯，第二部分为化学分析法，第三部分为波谱鉴定法。书中分别论述了有机混合物分离
的实验技术、原理和方法，有机物的物理常数的测定，有机元素定性、定量分析和功能团定性、定量
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四大谱学的基本原理和实验方法，并详细阐述了有机化合物结构与各谱特征信息
之间的关系及各谱在化合物结构鉴定中的应用。化学分析部分共收集实验82个，均是实验中证明为行
之有效的方法，并指出各种方法的应用范围和局限性。
《有机分析(第2版)》可作为大、中专院校化学及化工类有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有机分
析的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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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物习题8 定量分析8.1 有机元素定量分析8.2 功能团定量分析8.3 有机物中水分的检验和测定习题第
三部分 波谱鉴定法9 紫外光谱法9.1 基本原理9.2 紫外吸收与分子结构9.3 仪器装置与实验技术9.4 紫外吸
收光谱的应用习题10红外光谱法10.1 基本原理10.2 仪器简介及实验技术10.3 影响特征频率的因素10.4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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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合常数与分子结构的关系11.6 核磁共振氢谱的解析11.7 C核磁共振谱11.8 其他磁共振技术简介习题12 
质谱法12.1 基本原理12.2 质谱仪12.3 有机质谱中离子的主要类型12.4 有机质谱中的裂解反应12.5 各类有
机化合物的质谱12.6 质谱解析12.7 色谱一质谱联用分析12.8 生物质谱习题13 谱图综合解析习题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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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分析》

章节摘录

插图：1.1.1 基本原理固体有机物在溶剂中的溶解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一般是温度升高溶解度增大。
若把固体溶解在热的溶液中使其达到饱和，冷却时即由于溶解度降低，溶液变成过饱和而析出结晶。
利用溶剂对被提纯物质及杂质的溶解度不同，可以使被提纯物质从过饱和溶液中析出，而让杂质全部
或大部分仍留在溶液中（或被过滤除去）从而达到提纯目的。这种方法称为重结晶。在进行重结晶时
，选择理想的溶剂是一个关键，理想的溶剂必须具备下列条件：①在较高温度时（溶剂沸点附近）试
样在溶剂中的溶解度比在室温或较低温度下的溶解度大许多（至少大3倍）；②杂质与样品在这个溶
剂中的溶解度相差很大，例如，在较高温度时，杂质在溶剂中的溶解度很小，利用趁热过滤的方法可
以将其除去；或者在较低温度时，杂质在该溶剂中溶解度很大，溶液冷却后它不会随样品一同结晶析
出；③不与被提纯物质起化学反应；④试样在其中能形成良好的晶体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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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分析(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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