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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谱学》

前言

承蒙读者厚爱，本书得以再版。《核磁共振谱学——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第一版印数较多，仍在几
年内基本售罄，说明NIMR作为一门科学非常吸引人；作为一种“工具”，在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和
诸多结构信息研究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NMR的研究发展很快，从学术研究层面来讲，
自1952年美国科学家F.布洛赫和E.M.珀塞尔由于物质核磁共振现象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
，1991年瑞士科学家R.R.恩斯特由于发明了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分光法和二维核磁共振技术（高分
辨NMR）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2002年瑞士科学家K.维特里希由于发展用核磁共振谱测定溶液中生物
大分子的三维结构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这些成就代表了NMR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NMR的研究
已经从化学跨越到生命科学领域，本书在第七章作了一些简要介绍。从应用方面来说，NMR已经从剖
析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深入到目前的蛋白质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超导核磁共振仪在各大医院已经
非常普遍，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医疗诊断已经为大家所熟悉。NMR的学术研究成果经常在国际
核心化学刊物上发表出来，仪器的分辨率不断提高。现在，国内许多研究型大学基本上都有了分辨率
较高的NMR仪。特别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从20世纪60年代就在NMR的基
础理论和应用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开展了NMR波谱仪的研制工作，生物核磁共振分析
和固体核磁共振方法等研究方向具有很好的学术和应用前景。关于氢谱的积分，由于涉及理论问题很
少，初学者也很容易掌握，本书没有特别论述。笔者在本书第一版出版后，连续多年来给研究生讲授
本书中的主要内容，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在讲授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第一版中二
维谱的介绍较为简略；手性分子与NMR光谱的介绍太少；对NMR的前沿研究工作的进展介绍得较少
等。笔者在工作之余，把发表在国际核心科技期刊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新进展积累起来，在第一版的基
础上作了补充和修改。在第一版编写完成之后，笔者在初版的后记中曾说：“希望为从事有机化学的
同仁和学生、学者们敬献一本内容较新的工具书”。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误，敬请广大
读者指正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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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谱学》

内容概要

《核磁共振谱学: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第2版)》深入系统地论述了NM日谱学的几乎全部内容，作者主
要参阅了近几年来国外这方面的诸多文献，对氢谱、碳谱、二维谱、蛋白质和核酸的NM日分析等问
题作了深入的阐述。在1H NMR中，对氢谱涉及到的自旋-自旋耦合、核间奥氏效应（NOE效应）、分
子立体结构和手性中心对相邻质子的作用等作了详细说明。对13C NMR谱的去耦技术和在非去耦条件
下的13C-1H耦合、13C-133C耦合等问题作了概述。用一章的篇幅对2D NMR作了专门的论述。《核磁
共振谱学: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第2版)》还对蛋白质、核酸生物大分子的核磁共振研究进展作了详细
的介绍，并给出了大量参考文献。在书的最后附了大量谱图供大家参考，特别是对许多谱图作了表征
。
《核磁共振谱学: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第2版)》理论服务于实践，实用价值很大，是从事有机化学、
药物化学、植物化学、生物化学、石油化学、化学工业、材料化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也可以作为NM日谱学的教科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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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谱学》

章节摘录

插图：这件似乎不可能的任务是在双量子过滤的帮助下完成的。在DQF-COSY实验中，双量子过滤除
去了所有的单自旋过渡态，在本例中被分隔的13C只有由两个或更多自旋子的体系（AB体系和AX体系
）的过渡态才能在采样期被检测到谱图（如图6.15所示）。假定在合适的锁场溶剂中这个化合物有一
定的溶解度，则实验中的主要问题就是样品量的大小。对于低相对分子质量的化合物（相对分子质量
小于500），在现代的NMR波谱仪条件下，在0.5 mL的氘代溶剂中溶解200～300 mg才是合适的。但0.5
mL氘代溶剂中能完全溶解50～100 mg样品已经很不错了。特别是13C NMR实验，要求处于完全溶解状
态下的样品量是较大的。可行的方法是将其模拟为DQ-COSY实验，不过F1、F2都是碳轴。从理论上讲
这个实验是可行的，但从实际考虑，为了获得完全的双量子过滤，INADEQUATE实验稍微有些不同
。在如图6.16所示的石竹烯氧化物的INADEQUATE谱中发现F2轴是我们熟悉的碳轴，当然，这与t2采
样期相关，而F1轴我们却不太熟悉，需要进一步解释。在t1期，产生的频率并不是在典型的COSY谱中
出现的耦合核的化学位移值，而是在t1期产生的耦合核的化学位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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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谱学》

后记

NMR是一门科学，一种工具，也是有机合成研究发表论文的极为重要的依据。作者2000年从美国Rice
大学回国后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任中国科学院理化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该书于2006年
出版以后，我于2007年就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学院讲授“有机化合物光谱解析”，选用的主要
教材就是本书。连续几年来，选课的研究生每年近150多人，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说明本书选作谱
学课的教程也是较好的。在讲授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如第一版中二维谱的介绍较为简略，自
学较为困难。手性分子与NMR光谱的介绍太少；对NMR的最前沿研究工作的进展介绍较少等等。我
又花费了大量时间，把发表在国际核心科学刊物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新进展积累起来，在第一版的基础
上作了补充和修改。对二维谱的修改和补充下了较大工夫，对手性分子的NMR光谱作了补充，也对第
一版中的一些错误作了修改。希望本书第二版为从事有机化学的研究生、同仁和学者们敬献一本内容
更新的NMR书！不足之处敬请指正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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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磁共振谱学: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第2版)》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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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对NMR初学者很好的入门书， 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都读读这本书， 学习NMR
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技术。
2、引入一些较新的内容，引入了该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比较有新意。但偏于应用方面，内容不太严
谨，不很系统，理论性不强，偏于应用，存在国内编书的通病。

Page 8



《核磁共振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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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