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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波谱分析》第二版自2003年出版发行以来，已印刷6次。
为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用作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波谱分析的MS、NMR、IR、UV、FS谱仪的普及与发展，与计算机技术、各种分离技术的结合，使几
乎所有合成的和天然的化合物及材料的结构鉴定成为可能；从分子水平上认知化合物或材料结构与性
能、非共价键相互作用时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成为可能。
但波谱技术的合理选择及正确运用、谱学信息的充分运用及谱图的正确解释、尤其是各谱学信息的综
合分析及结构的正确推导，并非简单地、公式化地可以完成；而是要在充分掌握各谱学基本原理及波
谱信息的基础上，由浅人深，循序渐进，不断学习与提高。
本书的第三版是在多年教学实践及科研积累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及文献检索后精心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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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二版自2003年出版发行以来，为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用作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
考书。
    本书的第三版共分八章：电磁辐射与谱学基础、有机质谱、核磁共振氢谱、核磁共振碳谱、红外与
拉曼光谱、紫外与荧光光谱、谱图综合解析、x射线光电子能谱。
书中分别论述了电磁辐射与物质量子化能态间的相互作用、各谱学基本原理及实验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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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收录了大量化合物的谱图和数表，以典型实例阐明谱图解析及化合物的结构推导。
突出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独立或综合运用谱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该书还对ESI-MS、MALDI-FOFMS、DEPT、1H-1H COSY、DQF COSY、1H-13C COSY的谱图特征、
结构信息等，以实例进行由浅人深地讨论；对19F、31P、29Si NMR谱的特征及应用也进行了介绍。
书中实例涉及有机、高分子、材料、分子识别及组装、生物大分子、光化学传感等。
各章后附有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医学、生命科学、石油化工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和教学
参考书，也可供这些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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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2．2分子离子峰的相对强度同等实验条件下，分子离子峰的相对强度（RI）取决于分子离子
结构的稳定性，而一般分子离子结构的稳定性与分子的化学稳定性是一致的。
具有大共轭体系的分子离子稳定性高，有π键的化合物比无π键化合物分子离子的稳定性高。
在已测得的EI（70eV）质谱图中，大约有15％～20％的分子离子峰在质谱图中不出现或极弱。
分子离子峰的相对强度可归纳如下：（1）芳环（包括芳杂环）>脂环化合物>硫醚、硫酮>共轭烯。
这些化合物都给出较明显的分子离子峰。
芳烃、杂芳烃的分子离子峰在质谱中往往是基峰或强峰。
（2）直链酮、酯、酸、醛、酰胺、卤化物等化合物的分子离子峰通常可见。
（3）脂肪族醇、胺、亚硝酸酯、硝酸酯、硝基化合物、腈类及多支链化合物容易裂解，分子离子峰
通常很弱或不出现。
另外烯烃分子离子峰的相对强度比相应烷烃高，烯烃的对称性越强，分子离子峰强度越大。
同系物中分子离子的相对强度与分子量的关系不十分明确，对于含支链的化合物，分子离子的相对强
度一般随分子量的增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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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波谱分析(第3版)》：高等院校本科化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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