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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科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分析化学

一、考试科目：分析化学

二、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分析化学占 100%。

（四）试卷题型结构

1.单选题 共 40 题，每题２分，共 80 分。

2.填空题 共 15 题，每题２分，共 30 分。

3.简答题 共４题，每题５分，共 20 分。

4.计算题 共４题，每题５分，共 20 分。

三、参考书目

《分析化学》柴逸峰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八版

四、考查内容

分析化学

(一)绪论

1分析化学的定义、分析任务。

2.分析方法分类。

(二) 误差和分析数据处理

1.测量值的准确度与精密度。

2.误差及其产生原因。

3.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4.定量分析中有效数字的意义、修约及运算规则。

5.显著性检验。

(三) 电位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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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示电极和参比电极。

2.溶液 pH值的测定。

3.电位滴定法原理、特点及终点的确定。

(四)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1.有机化合物分子外层价电子跃迁类型及光谱特征。

2.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专业术语。

3.吸收带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4.Lambert-Beer定律数学表达式、意义、使用条件及应用。

5.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主要部件。

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定性和单组分定量分析方法。

(五) 荧光分析法

1.分子荧光的产生。

2. 荧光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3. 影响荧光强度的因素。

4.溶液荧光强度与物质浓度的关系。

(六) 红外吸收光谱法

1.分子基本振动形式与吸收峰数目的关系。

2.红外吸收光谱产生的条件。

3.红外吸收光谱专业术语。

4.有机化合物典型光谱特征：芳香烃、醇、羰基、含氮类化合物。

(七)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1.原子吸收值与原子浓度的关系。

2.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主要部件及其作用。

3.干扰及其抑制。

4.灵敏度与检出限。

(八) 核磁共振波谱法

1.原子核的共振吸收和自旋驰豫。

2.化学位移及其影响因素。

3.自旋偶合与自旋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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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磁等价。

5.核磁共振氢谱一级图谱的解析。

(九)质谱法

1.质谱法基本原理及质谱的表示方法。

2.离子源类型及特点。

3.质谱中主要离子类型及相对分子质量和分子式的确定。

(十)色谱分析法概论

1.色谱法的特点及分类。

2.色谱法专业术语及基本参数。

3.基本类型色谱法的分离机制。

4.理论塔板数和塔板高度的计算及意义。

5.速率方程及影响柱效的动力学因素。

(十一)平面色谱法

1.平面色谱法参数的计算与意义。

2.吸附薄层色谱法吸附剂和展开剂的选择及实验操作方法。

3.定性分析和杂质检查。

4.纸色谱法原理及应用。

(十二)气相色谱法

1.气相色谱法特点及用途。

2.气－液色谱法固定液分类及选择。

3.气相色谱检测器及其性能指标和特点。

4.气相色谱速率理论及分离条件的选择。

5.气相色谱定量分析法原理、特点及计算。

(十三)高效液相色谱法

1.化学键合相色谱法原理、分类及其特点。

2.反相键合相色谱法影响保留行为的因素。

3.反相离子对色谱法。

4.常用化学键合相的种类、性质及其特点。

5.高效液相色谱法流动相的极性和强度及其对分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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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效液相色谱速率理论及实验条件的选择。

７. 高效液相色谱仪。

(十四)毛细管电泳法

1.毛细管电泳基本原理、特点及基础理论。

2.毛细管电泳的主要分离模式。

3.毛细管电泳仪主要部件。

(十五)色谱联用分析法

1.色谱－质谱联数据采集模式及其提供的信息。

2.色谱－质谱联用法特点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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