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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6 药学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分析化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分析化学的目的和任务 

考点：分析化学的重要作用 

考点：分析化学的重要作用 

考点：分析化学的方法分类 

考点：分析过程和步骤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 

1.分析化学的目的和任务 

物质世界是由什么、如何组成的? 

大到宇宙，小到细胞、分子…… 

复杂体系，（与其他各学科共同回答这一问题） 

分析化学的任务：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获取分析数据，确定物质体系的化学组成、有关成分的含量，

鉴定体系中物质的结构和形态。 

 

2.分析化学的重要作用 

对化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突出贡献 

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 

生命科学：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学 

材料科学：新材料的元素组成及形态分布 

环境科学：水、空气质量，三废处理 

资源和能源科学： 

医学和药学：药品质量控制、中草药成分的分离和测定、新药研制、药物代谢和药物动力学、药物制

剂的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 

 

3.分析化学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农业：土壤、化肥、农药、作物生长过程的研究 

工业：资源的勘探、基地的选定、原料的选择、流程的监控、成品的检验 

药学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 

【核心笔记】分析化学的发展 

分析化学的诞生：18 世纪，在氧化汞形成实验中的定量测定，拉瓦锡(AL.Lavoisier)－－分析化学之父。 

滴定分析的产生： 

直接动力是化学工业的兴起。18 世纪时，硫酸、盐酸、苏打和氯水是化学工业的中心产品。最早的“滴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2 页 共 1291 页 

定分析”，法国人日夫鲁瓦测定醋酸的浓度，将醋酸滴加入碳酸钾中。 

作为一门科学的分析化学的形成：20 世纪初，以溶液四大平衡理论为基础。化学分析法迅速发展成为

系统理论和方法。 

以仪器分析为主的现代分析化学：20 世纪 40~60 年代，物理学与电子学的发展促进分析化学的发展。

光谱分析、极谱分析及其理论体系。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分析化学：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化学计量学，各种联用技

术，专家系统…… 

与药学相关的主要活跃领域： 

联用技术(hyphenated techniques) 

生物分析(bioanalysis) 

全分析(total analysis) 

化学信息学(informatics) 

分析化学的发展趋势： 

测定物质的组成和含量→包括形态（如价态、配位态、晶型等）、结构（空间分布）分析 

对化学物质的测定→化学和生物活性物质瞬时跟踪监测和过程控制 

解析型分析策略→整体型综合分析策略（分析完整的生物体内的基因、蛋白质、代谢物、通道等各类

生物元素随时间、空间的变化和相互关联，获取复杂体系的多维综合信息） 

提高选择性、灵敏度和智能化水平 

【核心笔记】分析化学的方法分类 

1.按照分析任务分类 

（1）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鉴定试样的组成元素、离子、基团或化合物 

（2）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测定试样中组分的量 

（3）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确定试样的分子结构或晶体结构 

（4）形态分析(speciation analysis)：研究物质的价态、晶态、结合态等存在状态 

 

2.按照分析的对象分类 

（1）无机分析（inorganic analysis）和有机分析（organic analysis） 

（2）食品分析、水分析、岩石分析、钢铁分析… 

（3）药物分析（pharmaceutical analysis）、环境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和临床分析（clinical 

analysis）…（与研究领域有关） 

 

3.按照分析方法的原理分类 

（1）化学分析（chemical analysis）：利用物质的化学反应及其计量关系确定被测物质的组成及其含

量 

（2）化学定量分析：根据化学反应中试样和试剂的用量，测定物质各组分的含量 

（3）化学定性分析：根据分析化学反应的现象和特征鉴定物质的化学成分 

（4）滴定分析(titrimetric analysis) 

（5）重量分析(gravimetric analysis) 

 

4.按照分析方法的原理分类 

仪器分析（instrumental analysis））：使用较特殊仪器进行分析的方法（以物质的物理或物理化学性

质为基础） 

电化学分析(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光谱分析(spectral analysis) 

质谱法(mass 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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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法(chromatography) 

放射化学分析(radiochemical analysis)等 

 

5.按照试样用量分类 

 

 

6.按照试样中被测组分的含量分类 

常量组分分析(＞1%) 

微量组分分析(0.01%~1%) 

痕量（组分）分析(＜0.01%) 

【核心笔记】分析过程和步骤 

（1）明确分析任务和制订计划（包括标准操作程序，SOP） 

（2）取样(sampling)，要有代表性 

（3）制备试样，以适应分析方法的要求 

（4）试样测定（计量器具和仪器校验，方法认证 validation） 

（5）结果的计算、表达（平均值、标准差和置信度等）和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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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误差和分析数据处理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系统误差（可测误差）:由固定原因产生 

考点：准确度与误差 

考点：精密度与偏差 

考点：准确度和精密度的关系 

考点：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考点：有效数字的运算法则 

考点：有效数字的修约规则 

考点：置信度与μ的置信区间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误差及其产生的原因 

1.系统误差（可测误差）:由固定原因产生 

特点：单向性（大小、正负一定） 

可消除（原因固定） 

重复测定重复出现 

分类（按来源分）： 

（1）方法误差：方法不恰当产生 

（2）仪器与试剂误差：仪器不精确和试剂中含被测组分或不纯组分产生 

（3）操作误差：操作方法不当引起 

 

2.随机误差（偶然误差，不可测误差）：由不确定原因引起 

特点： 

（1）不具单向性（大小、正负不定） 

（2）不可消除（原因不定）但可减小（测定次数↑） 

（3）分布服从统计学规律（正态分布） 

过失误差由操作者的过失引起 

【核心笔记】测定值的准确度与精密度 

1.准确度与误差 

（1）准确度：指测量结果与真值的接近程度 

（2）误差 

①绝对误差 Ea：测量值与真实值之差 

绝对误差＝测定值-真实值 

②相对误差 Er：绝对误差占真实值百分比 

相对误差%=(绝对误差/真实值)³100% 

 

2.精密度与偏差 

精密度：平行测量的各测量值间相互接近的程度.精密度用“偏差”表示。偏差越小说明分析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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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药剂学的重要性 

考点：药剂学任务和主要研究内容 

考点：药剂学分支学科 

考点：药物剂型的分类 

考点：我国药物辅料的现状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药剂学的性质与剂型 

1.概述 

（1）药物： 

①是指用以预防、治疗、诊断各种疾病的活性物质； 

②不能直接用于患者； 

③必须制备成适宜“剂型”之后才能使用。 

（2）药品： 

①通常是指药物经一定的处方和工艺制备而成的制剂产品（也包括原料药）； 

②是可供临床使用的商品； 

③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 

④具有国家药品标准 

（3）剂型 

剂型：药物供使用之前制成适合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或预防需要的给药形式。 

适合于疾病的诊断、治疗或预防需要 

（4）药物制剂 

药物名称+剂型名称=药物制剂 

将原料药制成适合临床需要并符合一定质量标准的药剂。剂型中任何一个具体品种。 

如阿莫西林胶囊，青霉素注射液，布洛芬片等。 

（5）药剂学 

制剂的基本质量要求：安全、有效、稳定、使用方便。 

 

2.药剂学的重要性 

（1）剂型与给药途径 

剂型是药物的传递体，将药物输送到体内发挥疗效。 

一种药物，一般可以制备多种剂型。 

药物剂型的选择与给药途径相适应。 

①眼粘膜给药途径以液体、半固体剂型最为方便； 

②直肠给药应选择栓剂； 

③口服给药可以选择多种剂型； 

④皮肤给药多用软膏剂、贴剂、液体制剂； 

⑤注射给药必须选择液体制剂，包括溶液剂、乳剂、混悬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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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宜的药物剂型可以发挥良好的药效 

剂型对药效的重要作用 

不同剂型产生： 

①不同剂型改变药物的作用性质 

a.药物化学结构决定药物的作用 

b.剂型可改变药物作用的性质：硫酸镁口服剂型用作泻下药，而静脉滴注，有镇静、镇痉的作用 

②不同剂型改变药物的作用速度 

a.注射剂、吸入气雾剂等发挥药效快； 

b.缓控释制剂，植入剂等属长效制剂 

③不同剂型改变药物的毒副作用 

a.氨茶碱栓剂，心跳加快的毒副作用降低； 

b.缓控释制剂，保持血药浓度平稳，降低毒副作用 

④有些剂型可影响药物疗效 

a.固体剂型，如片剂、颗粒剂、丸剂的制备工艺不同，会对药效产生显著的影响； 

b.药物晶型，药物粒子大小的不同，也可直接影响药物的释放，从而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 

⑤有些剂型可产生靶向作用 

脂质体（一种静脉注射的新剂型）是具有微粒结构的制剂，在体内能被网状内皮系统的巨噬细胞所吞

噬，使药物在肝、脾等器官浓集性分布，即发挥出药物剂型的肝、脾靶向作用。 

 

3.药剂学任务和主要研究内容 

（1）任务：为临床提供安全、有效、稳定、便于应用的药品 

（2）主要研究内容： 

①基本理论研究； 

②基本剂型 

③新剂型和新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④药用新辅料的研究与开发； 

⑤中药现代剂型的整理、研究与开发； 

⑥生物技术药物制剂的研究与开发； 

⑦研究和开发新型制药机械和设备。 

 

4.药剂学分支学科 

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现代药剂学已完成了从单一经验型向多方位研究型的转变并逐步发展，建立

了各有侧重研究方向的药剂学分支学科组成了较为完整的药剂学学科体系。 

（1）工业药剂学 

研究剂型及制剂生产的基本理论、工艺技术、生产设备和质量管理的一门应用技术学科； 

药剂学的核心，继承了药剂学的基本内容，加强了制剂的加工技术。 

（2）物理药剂学 

应用物理化学原理、方法和手段，研究药剂中有关剂型、制剂的处方设计、制备工艺、质量控制等内

容的学科。 

（3）生物药剂学 

研究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的机制及过程，阐明药物因素、剂型因素和生理因素与药

效之间关系的学科。 

（4）药物动力学 

采用数学方法，定量研究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的体内经时过程与药效之间关系的学科。 

（5）临床药剂学 

以患者为对象，研究合理有效安全用药，与临床治疗学紧密联系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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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药物剂型的分类 

（1）按分散系统分： 

①溶液型：溶液剂、注射剂 

②胶体型：高分子溶液、涂膜剂 

③乳剂型：口服乳剂、静脉注射乳剂 

④混悬型：混悬剂 

⑤气体分散型：气雾剂 

⑥固体分散型：散剂、颗粒剂、片剂、胶囊剂 

便于应用物理化学原理阐明制剂特征 

（2）按给药系统分： 

①经胃肠道给药剂型 

口服的片剂、胶囊剂、合剂等 

②经非胃肠道给药剂型 

a.注射给药：注射剂 

b.呼吸道给药：气雾剂 

c.皮肤给药：软膏剂 

d.黏膜给药：滴眼剂、贴膜剂 

e.腔道给药：栓剂、泡腾片 

（3）按形态分 

形态相同的剂型，制备特点较接近 

①固体剂型：散剂、颗粒剂、胶囊剂、片剂 

②气体剂型：气雾剂、喷雾剂 

③液体剂型：注射剂、溶液剂、洗剂、搽剂 

④半固体剂型：软膏剂、栓剂、糊剂 

（4）按制法分： 

①浸出制剂：酊剂、合剂、糖浆剂 

②无菌制剂：注射剂、供眼科手术用的滴眼剂 

【核心笔记】药物传递系统 

将药物在必要的时间、以必要的量、输送到必要的部位，达到最大的疗效和最小的毒副作用。 

时间的控制：控制药物释放速度-缓释 

量的控制：改善药物吸收 

空间的控制：靶向给药技术，将药物有目的 

地传输至特定组织或部位。 

（1）治疗作用与血药浓度有关 

为保证血药浓度平稳，开发缓释控释系统 

（2）使药物到达病灶部位 

靶向给药系统 

提高病灶部位药物浓度，提高疗效、降低副作用脂质体、微囊、微球、纳米囊、纳米球 

（3）脉冲、择时、自调式给药系统 

血压、激素、胃酸分泌与时辰有关 

根据生物节律变化调整给药系统 

（4）经皮给药系统 

【核心笔记】药用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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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料：除活性或治疗成分之外相对惰性的物质 

 

1.作用 

（1）药剂的组成成分，赋予药物具体的用药形式。 

（2）辅料不同，剂型不同，疗效不同 

同一药物采用不同辅料制成不同剂型，药物起效时间、疗效维持时间、甚至疗效都可不同，辅料提高

药物生物利用度。 

①速效剂型：主设计、气雾剂、舌下片 

②缓释制剂：长效 

③控释制剂： 

控速、恒速释药（渗透泵片）； 

定时，脉冲式释放体系； 

按需，自调式释放体系。 

（3）制备过程顺利进行 

液体制剂：増溶、助溶、助悬、乳化 

固体制剂：助流、润滑 

（4）增加药物稳定性：前体药物、包合物、微囊 

一个特定辅料的开发，意味着一种或一类新剂型的诞生。 

一个优良辅料地开发意义可能超过一种新药 

的开发。 

辅料是新剂型、新制剂开发的保证， 

辅料也是提高制剂疗效、质量的重要环节。 

 

2.我国药物辅料的现状 

（1）沿用老辅料 

（2）品种少，规格不齐全 

（3）专业化生产能力低 

（4）辅料应用研究欠缺 

（5）观念上不够重视 

①1990 年初，国际药用辅料协会（IPEC）成立。由辅料生产者和使用者组成的世界性组织，任务： 

②促进制订药用辅料的质量标准， 

③协助管理者、其他卫生部门及药典委员会工作， 

④最终促进药用辅料标准在世界各国的统一协调和承认。 

a.美国国家药品集中有 100 多篇关于辅料的专题 

b.美国自 1986 年出版了 4 版药用辅料手册，是国际公认权威性的综合性药用辅料工具书。 

中国药典 2005 年版二部将药用辅料另设为正文品种第二部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2005 年底出台了《药用辅料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稿 

中国药典 2015 版四部收载辅料品种 270 种 

【核心笔记】药品相关法规 

国家药品标准： 

国家对药品质量、规格、检验方法所作的技术规定。 

凡正式批准生产的药品、辅料、基质以及商品经营的中药材，都有标准。 

是药品生产、供应、使用、检验和管理部门共同遵循的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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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6 药学综合考研辅导课件 

 

《分析化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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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6 药学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分析化学》考研复习提纲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30 页 共 1291 页 

 

 



                                                                 

                                                                              考研精品资料 

 第 531 页 共 1291 页 

 

《药剂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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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6 药学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分析化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异裂 

【答案】MS中，化学键断裂后，两个成键电子全部转移到一个碎片上的裂解过程。 

 

2． 库仑滴定法 

【答案】在试样中加入大量物质，使此物质经电解后产生一种试剂，与被测物质发生定量化学反应，

用适当的方法指示化学反应的终点后，停止电解，根据电解的电量用法拉第电解定律来求出被测物质的含

量。 

 

3． 受激虚态 

【答案】光子对分子电子构型微扰或变形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能态，介于基态电子能级与第一激发态电

子能级之间。 

 

4． 共沉淀与后沉淀 

【答案】进行沉淀时，当沉淀从溶液中析出时，溶液中某些可溶性杂质夹杂在沉淀中沉下来，混杂于

沉淀中的现象为共沉淀。在沉淀析出后，溶液中原来不能析出沉淀的组分，也在沉淀表面逐渐沉积出来的

现象为后沉淀。 

 

5． bonded phase chromatography 

【答案】以化学键合相为固定相的色谱法。 

 

6． 指示电极 

【答案】对被测定溶液的成分作出响应，在整个测量期间，它不会引起待测溶液成分产生任何可察觉

的变化。 

 

7． 重排离子 

【答案】质谱中通过断裂 2个或以上的化学键，发生结构重排形成的离子。 

 

8． Raman效应 

【答案】当单色光照射试样时，光子与分子间发生非弹性碰撞散射，交换能量，使光子的方向和频率

发生变化，这种与入射光频率不相同,且方向改变的散射为 Raman散射，这种现象为 Raman效应。 

 

9． 标准对照法(紫外一可见分光亮度法中) 

【答案】紫外一可见分光亮度法中，在相同条件下配制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在选定的波长下分别测

定吸亮度，根据朗伯一比耳定律计算样品浓度的定量分析方法。 

 

10．指示剂的封闭 

【答案】当金属指示剂与金属离子形成更稳定配合物而不能被 EDTA置换，使得滴定时 EDTA过量也无

法显示滴定终点的现象为指示剂的封闭。 

 

11．分光光度分析中的杂散光 

【答案】照射在分光光度计的检测器上的，由溶液中吸光粒子产生的散射光或荧光、比色皿以及分光

元件(光栅或棱镜)等产生的散射光以及来自于环境的从仪器缝隙透入的其他光均称作杂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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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称因子 

【答案】 ( 和 A分别为 0.05峰高处的峰宽和前半峰宽)。 

 

13．原子谱线的压力变宽 

【答案】原子相互碰撞而引起的谱线变宽叫压力变宽，其中因原子和其他粒子碰撞而产生的变宽叫劳

伦兹变宽，同种原子间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变宽叫共振变宽。 

 

14．扩散电流与极限扩散电流 

【答案】极谱分析中，由于浓差极化现象的存在，电解电流受金属离子从溶液本底向电极表面扩散的

速度所控制，此时的电解电流叫扩散电流;扩散电流达到一定数值后，不再随着外加电压的增加而增加，

并达到一个极限值,称为极限扩散电流。 

 

15．significant figure  

【答案】分析工作中实际能测量到的数字。 

 

16．置信区间 

【答案】在一定置信水平时，以测量结果为中心，包括总体均值在内的可信范围。 

 

17．气相色谱的保留时间 

【答案】指组分从进评开始到色谱柱后检测器出现色谱峰值时所花费的时间。 

 

18．边缘效应 

【答案】薄层色谱展开时，由于色谱槽中的不饱和状态和展开剂在薄层板不同部位分配不同而引起的

板边缘的 值高于(或低于)中部 值的现象。 

 

19．荧光和磷光 

【答案】受激分子由第一电子激发态单线态的最低振动能级回到基态任一振动能级发射的光为荧光；

受激分子由第一电子激发态三线态的最低振动能级回到基态任一振动能级发射的光为磷光。 

 

20．浓差极化现象 

【答案】极谱分析中，电解时由于电极表面金属离子被还原，使其在电极表面的浓度低于溶液本底的

浓度，电极电位将偏离其原来的平衡电位而发生极化现象，这种由于电解过程中在电极表面浓度的差异而

引起的极化现象称为浓差极化现象。 

 

21．dead time 

【答案】分配系数为零(不被保留的组分)的组分的保留时间。 

 

22．Raman位移 

【答案】Stokes线或反 Stokes线与入射光的频率差为 Raman位移。 

 

23．原子光谱的灵敏线 

【答案】指那些激发电位低、强度大的原子线或离子线，多为共振线。 

 

24．色谱分析中的死体积 

【答案】指不被固定相吸附或溶解的气体组分从进样开始到色谱柱后检测器出现色谱峰值时所花费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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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共振线 

【答案】原子吸收一定频率的光，由基态跃迁到第一激发态产生的谱线。 

 

26．气相色谱速率方程 

【答案】可表达为 ，式中 H为理论塔板高度，A为涡流扩散项系数，u为线速度，B为

纵向分子扩散项系数，C为传质阻力项系数。 

 

27．Magnetic anisotropy 

【答案】质子在分子中所处的空间位置不同，屏蔽作用不同的现象称为磁各向异性或称远程屏蔽效应。 

 

28．单色器通带 

【答案】单色器通带是指单色器提供的光谱带宽度 ，以中心波长透过率峰高一半处透光曲线上所包

含的波长范围。 

 

29．dead-stop titration 

【答案】为电化学分析中的一种分析方法。测量时，把两个相同的指示电极(通常为铂电极)插入待测

溶液中，在两个电极间外加一小电压，然后进行滴定。通过观察或记录滴定过程中通过两个电极的电流变

化，根据其变化特性确定终点，从而进行分析。 

 

30．发射光谱定量分析中的均称线对 

【答案】发射光谱定量分析中激发电位、电离电位相近的分析线对。 

 

31．条件稳定常数 

【答案】在一定条件下，校正了各种副反应以后生成络合物的实际稳定常数。 

 

 

32．capacity factor 

【答案】 或 或 ，即 。 

 

33．Stokes 线 

【答案】频率小于入射光频率的 Raman散射线为 Stokes线。 

 

34．stokes shift  

【答案】荧光分析法中，发射的荧光波长总是大于激发光波长的现象。 

 

35．Molecularion 

【答案】分子在离子源中失去一个电子形成的离子为分子离子。 

 

36．荧光猝灭 

【答案】指荧光物质分子与溶剂分子之间所发生的导致荧光强度下降的物理或化学作用过程。 

 

37．条件电极电位 

【答案】指在一定溶液条件下，氧化态还原态的分析浓度都为 时的实际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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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荧光熄灭 

【答案】荧光物质分子与溶剂分子或溶质分子相互作用引起荧光强度降低的现象 

 

39．膜电极 

【答案】电极电位来源于响应离子在电极膜上的离子交换和离子扩散的电极为膜电极。 

 

40．红外非活性振动 

【答案】不能吸收红外线发生能级跃迁的分子振动。 

 

41．proton balance equation 

【答案】酸碱反应达到平衡时，酸失去的质子数等于减得到的质子数。表达这种酸与碱之间质子得失

平衡的关系式称为质子条件式。 

 

42．示差吸光光度法 

【答案】示差吸光光度法是一种用于高含量组分的测定方法。在测定试液浓度 时,先用浓度稍低于

试液的标准溶液 作参比调节仪器透光度读数为 100%(即 A=0),然后测定试液的吸光度 (相对吸光度)。

根据朗伯-比尔定律可以推出 。因此可以用与普通分光光度法类似的标准曲

线法进行定量分析。 

 

43．Material balance 

【答案】物料平衡即质量平衡，指在一个化学平衡体系中，某一组分的分析浓度等于该组分各存在型

体的平衡浓度之和。 

 

44．荧光量子产率 

【答案】荧光物质吸光后所发射的荧光的光子数与所吸收的激发光的光子数之比值。 

 

45．振动弛豫 

【答案】分子将多余的振动能量传递给介质而衰变到同一电子能级的最低振动能级的过程。 

 

46．均化效应 

【答案】将不同强度的酸或碱均化到同一强度水平的效应称为均化效应。 

 

47．Deviation 

【答案】测量值与平均值之差为偏差。 

 

48．解释各种曲线的含义： 

(1)吸光光度法中的吸收光谱曲线(或光吸收曲线) 

(2)吸光光度法中的标准工作曲线(或工作曲线) 

【答案】(1)光吸收曲线是以波长 为横坐标,吸光度(A)为纵坐标绘制的曲线。 

(2)工作曲线是以分析浓度(c)为横坐标,吸光度(A)为纵坐标绘制的曲线。 

 

49．重原子效应。 

【答案】磷光测定体系中有原子序数较大的原子存在时，由于重原子的高核电荷引起或增强了溶质分

子的自旋轨道耦合作用，从而增大了 吸收跃迁和 体系间窜跃的概率，即增加了态粒子的布居

数，有利于磷光的产生和增大鱗光的量子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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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616药学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浙江中医药大学 616药学综合之有机化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有机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费歇尔吲哚合成法 

【答案】合成吲哚环系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是用苯腙在酸催化下加热重排消除一分子氨得到 2-取代或

3-取代吲哚衍生物。实际上常用醛或酮与等物质的量的苯肼在醋酸中加热回流得苯腙，苯腙不需分离立即

在酸催化下进行重排、消除氨而得吲哚环系化合物。氯化锌、三氟化硼、多聚磷酸是最常用的催化剂。醛

或酮必须具有结构 RCOCH2R´（R或 R´=烷基、芳基或氢）。 

 

2． 刚穆伯-巴赫曼反应 

【答案】芳香重氮盐中的芳基在碱性条件下与其它芳香族化合物偶联成联苯或联苯衍生物的反应称为

刚穆伯-巴赫曼反应。 

 

3． 键角 

【答案】分子内同一原子形成的两个化学键之间的夹角称为键角。 

 

4． 淀粉 

【答案】是多种植物的碳水化合物的储藏物。淀粉这个生物高分子在水解时，首先生成麦芽糖，麦芽

糖再进一步水解，都变为葡萄糖，因此淀粉也可以看作是葡萄糖的聚合体。植物淀粉用热水处理后分为两

部分，叫作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普通淀粉颗粒内大约含有 80％的支链淀粉和 20％的直链淀粉。 

 

5． 同面加成 

【答案】环加成反应用同面、异面来表示它的立体选择性，加成时，π键以同一侧的两个轨道瓣发生

加成称为同面加成，常用字母 s表示。 

 

6． 热力学 

【答案】热力学是研究一个反应能否进行、进行的程度，即反应物有多少转化成生成物，是一个化学

平衡问题，它与反应物及生成物的性质、外界反应条件如温度、压力有关，它与反应速率没有关系。 

 

7． 卤仿反应 

【答案】甲基酮类化合物或能被次卤酸钠氧化成甲基酮的化合物，在碱性条件下与氯、溴、碘作用分

别生成氯仿、溴仿、碘仿（统称卤仿）的反应称为卤仿反应。 

 

8． 离域 

【答案】有些多原子分子中，共价键的电子不局限在两个原子核区域内运动，这称为离域。 

 

二、命名题 

9．  

【答案】丁酰乙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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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答案】3-甲基-1，4-戊二炔 

 

11．  

【答案】5-氯-2-萘磺酸 

 

12．  

【答案】7，7－二甲基双环[2.2.1]－2－庚酮 

 

13．  

【答案】丁二酰亚胺 

 

14．  

【答案】丁烯二酸酐 

 

15．  

【答案】4-甲基 羟基-偶氮苯 

 

16．  

【答案】1-异丙基-5-溴-2-吡咯甲酸 

 

三、简答题 

17．某中性氨基酸可完全溶于 pH=7 的纯水中，所得氨基酸的溶液 PH=6;这个氨基酸的等电点是大于 6 还

是小于 6或等于 6? 

【答案】氨基酸溶于 PH=7的纯水中的溶液 PH=6,表明氨基酸的偶极离子在水中生成相应的负离子略多

于相应的正离子，即： 

 

所以只有加入酸才能调节到等电点；因此，该氨基酸的等电点应小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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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比较下列各组卤代环己烷在浓 溶液中消除 HX的反应速率。 

(1)  

(2)  

(3)  

【答案】(1)(A)的构象为  

前者为消除构象，消除产物为 。(B)的构象为 

 

前者为稳定构象，后者是稳定构象翻转(需克服一定的能量)后的不稳定构象，但它是消除构象，消除

产物为 。因此消除反应速率为(A)＞(B)。 

(2)(A)的构象为 

 

前者为消除构象，消除产物为 。(B)的构象为 

 

前者为稳定构象，后者是稳定构象翻转(需克服一定的能量)后的不稳定构象，但它是消除构象，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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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为 。因此消除反应速率为(A)＞(B)。 

(3)(A)的稳定构象为 。翻转后的消除构象为 。消除产物为 。(B)的

稳定构象为 。溴没有邻位反式氢，所以不能发生反式共平面消除。因此消除反应速率为

(A)＞(B)。 

 

19．下列亲核反应哪些可能发生？哪些不可能发生或很慢，为什么？ 

(1)  

(2)  

(3)  

(4)  

(5)  

(6)  

(7)  

(8)  

(9)  

【答案】(1)反应不能发生。因为 是强碱，不是好的离去基团。 

(2)反应很慢，因为 是强碱(HF是弱酸)，不是好的离去基团。 

(3)反应可以发生， 是较好的进攻基团， 在有机溶剂中不溶，会沉淀下来。 

(4)反应不能发生。因为 是强碱，不是好的离去基团。实际发生如下反应 

 

(5)反应不能发生，因为 是强碱(HCN是弱酸)，不是好的离去基团，逆反应则是可以的。 

(6)反应可以发生，因为 是弱碱( 是强酸)，是好的离去基团。 

(7)反应不能发生，因为 是强碱，不是好的离去基团。 

(8)反应不能发生，因为与双键直接相连的 CёBr 键不易断裂， 很难离去。 

(9)反应不能发生，因为 是很强的碱( 是很弱的酸)，不易离去。 

 

20．回答下列问题： 

(1)乙酰乙酸乙酯发生烷基化反应时，伯卤代烷产率最髙，其次是仲卤代烷，再次是叔卤代烷，为什

么？ 

(2)如果叔丁基溴与乙酰乙酸乙酯作用，产物是什么？ 

【答案】(1)这是一个 的反应历程，它与消除是竞争反应，在强碱溶液醇钠中，亲核活性为:伯卤

代烷>仲卤代烷>叔卤代烷，所以得到上述结果。 

(2)如果叔丁基溴与乙酰乙酸乙酯作用，产物应该是乙酰乙酸乙酯和 2-甲基丙烯。 

 

 



                                                                 

                                                                              考研精品资料 

 第 985 页 共 1291 页 

 

附赠重点名校：药学综合（含分析化学、有机化学）2016-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2 年药学综合（含分析化学、有机化学）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常州大学 349 药学综合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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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湖南师范大学 766 药学综合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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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药剂学 2011-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2 年药剂学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河北科技大学 349 药学综合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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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化学》考研核心题库之简答题精编
	1． 静态和动态二次离子质谱各杜瑎쁎䡲祰맿ᾏ�䱭Ꙓ噧遥屦二次离子质谱与其他表面分析方法杜瑏啎ൔ屦？
	2． 下面乜瑟⁾ꉙᚌㅖ﹒ْ⭎㩵㊂Ƃ婔豎豟ɬゑ碑濿屦试区别之｜晻肏ٵ�
	3． 试说明SFC仪器的基本结构｜晛荎䜀䏿屦HPLC仪器杜瑏啟ɔ屦？
	4． 在系统分析中｜晒ّ嗢ⱎ屴组阳离子后为什么要立即处理第四组阳离子的试液？怎样处理？
	5． 什么是空白试验和对照试验？
	6． 试列出影响色谱峰区域扩张的各种因素。
	7． 请解释总离子流色谱图、质量色谱图、质量碎片图的含义｜晗⢍⢌ㅢᚍ⢌ㆀ呵⡛驠✰ś骑콒٧遶葞鑵⠰�
	8． 试与气相和高效液相色谱比较说明SFC的特点局限性。
	9． 简述膜分离技术的类型和定义。
	10．试说明影响红外吸收峰强度的主要因素。
	11．若在沉淀第二组阳离子调节酸度时：(1)以；(2)；(3)HAc代替HC1。将会发生什么问题？
	12．在吸附色谱中｜晔㢖䑒䉔⭬㒑콎๔㢖䑒䉭㭠✰Ŕ㢖䑒魧屴什么关系？为什么？在TLC(硅胶为固定相)中｜晟卾쑒ڏ荜ཥ屦改变哪些条件｜晓罾쑒ٓ�⟿ὠ㝥㥓��
	13．溶剂萃取过程的机理是什么？
	14．解释在非水介质中进行的酸碱滴定与在水溶液中进行的酸碱滴定相比较｜晎㮉膉덎虎쁎䢕飿癣ݑ逸屴机碱的盐酸盐药物一般可用什么滴定法进行定量｜晑饑驒䈰Ů뙒䈰ţݹ㩒䉎쩢䂗Rꁶ葑癎홲祫誋핒䈰�
	15．络呜扣ꦅ㵬핶葛鹥뵥륬핒َ㩔旿�
	1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定量关系式为：｜晙艏啣킚�륬핶葰略佞�
	17．试简述置换碘量法的原理和应用范围｜晗⡛麚豤쵏屎ਫ਼鑬པ鮕飿�
	18．液固色谱杜瑔魎㮉膂犌ㅧ步駿ᾋ햋๑癏�奧㩴ٔ豟煔쵒ٹ뮐屴择性和保留的因素。
	19．电位分析法可以分成哪两种类型？依据的定量原理是否一样？它们各杜瑏啲祰맿�
	20．请用乜瑹쵓ᙛ晒٧遥륬항䭛騀䴀最佶葔⮑케⢉腬䋿᩵⡻聓啭䅾뽖ﺈ桹㩤쵏岏읺屦包括溶剂、标准溶液、指示剂等｜晞癑饑懲ꅻ靑獼ﭟༀ⤰�
	21．无机质谱仪由哪些部分组分｜晎㩎쁎䡟얘筗⢍薚�ὺ窏�䱭䮑쿿�
	22．杜瑔魥륬핓⡧敓㩒ْꡠųᵰ浔貗奠ųᵰ淿屦道理何在？
	23．在HPLC中｜晣킚�䡶葥륬핧屴哪几种｜晞癨㥣源έ蝴ڋ몋ะ�
	24．简述TCD、FID、ECD、FPD、NPD检测器的基本原理及各自的特点。
	25．多项式平滑法杜瑏問ᡰ맿�
	26．怎样利用热分析技术｜晓㩒ٳ뭴荓ᚏ汓�ž퍦癔豱钇赎屴种不呜晶葰譎�
	27．比较ICP炬和直流电弧的优缺点。
	28．为什么库仑分析中要求电流效率在100%下进行电解？
	29．简述影响比尔定律的主要因素。
	30．何谓生色团和助色团？试举例说明。
	31．根据物料平衡和电荷平衡写出(1);(2)溶液的PBE,浓度为c(mol/L)。
	32．色谱热力学、色谱动力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它们杜瑎쁎䡓㩒⭎呼ﯿὗ⢂犌ㅧ慎屴择上杜瑏啛鹵⡎㳿�
	33．什么是交换容量及其影响因素杜瑔鯿�
	34．什么是内标?为什么要采用内标分析？
	35．什么是金属指示剂的封闭现象和僵化现象？应如何解决？
	36．简述火焰原子化法和石墨炉化法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其注意事项;为什么石墨炉原子化法比火焰原子化法具杜瑦�葰略佞Ꙕ豦乶葨쁑殺僿�
	37．在HPLC中分离A、B两组分｜晑癒ْ⭎㨀㔀⸀㔀洀椀渰Ā㘀⸀㈀洀椀滿屦非滞留组分的为1.0min｜暋햕�
	38．试说明定型商品质谱仪器应用中｜晟煔쵒ڏꡳ蝔豰略佞ꙶ葤쵏屧慎�
	39．请简要说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与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两个最主要的不呜晰뤰�
	40．分别简单阐述酸碱滴定指示剂｜晾�屢滴定指示剂｜晬❓ᚏ�齮驣ݹ㩒䉔豬襭쁮驣ݹ㩒䉣ݹ㩮驾조륶葓齴ذ�
	41．试与一般液液萃取比较,说明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基本特点。
	42．FIA响应曲线中出现双峰和负峰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43．表面吸附共沉淀与吸留共沉淀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44．何谓分子质谱？它与原子质谱杜瑏啟ɔ屦？
	45．简述背景产生的原因及消除的方法。
	46．USB接口电路杜瑔魏ᡰ맿�
	47．怎样分别滴定混呜扭뉎葓쫿�
	48．计算机的接口电路为什么很重要？
	49．用葡萄糖氧化酶制作的葡萄糖传感器｜晎�Ⲑ읬❶葨쁭䭧斕ꕭ䭛骄憄Ѽ혰ʀﵔ⚏응癎홲榍⡶葨쁭䭧斕ꕭ䭛骄憄Ѽ훿ᾋ햋๑癨쁭䭓齴ذ�
	50．为了使终点颜色变化明显｜晏罵⡔㢖䑣ݹ㩒䉞鑬པ鮕飿�
	51．t分布与正态分布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52．McReynolds常数表杜瑎쁎䡵⢐ᓿ�
	53．用吸光光度法测足某组分含量｜暋뺋ꅎN⩛麚賿屦以遜瑢㺂牥ɛ鱶萀瀀䡐㰰�
	54．说明原子发射光谱分析中的共振线、灵敏线、分析线和最后线之间的关系。
	55．EDTA-金属离子的络呜扲榐ﵑ睧屴哪些特点？
	56．试设计一种电流型和一种电位型生物电化学传感器｜晏罵⡛莀ﵮ뎞쑖屦呤或次黄噜晔摶葨쁭䬰�
	57．液相色谱法杜瑑쵼筗诿ύ肏ҁ葒ٹ뭧㩴ٓ쩧�ɛ鱒ٹ뭶葲榍⠰�
	58．不经任何改装的商品荧光光谱仪和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可以用来做化学发光分析测定码？为什么？将商品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仪的试样引入系统改装为常规的红外光谱仪试样引入系统后｜晓⡧敐婾ꉙᙑ䦌ㅒ٧達㩎쁎䣿�
	59．在系统分析中｜晒ّ嗢ⱎ屴组阳离子后要立即处理第四组阳离子的试液｜晎㩎쁎䣿ὠ㝙Ѵۿ�
	60．简述在重量分析中杂质玷污沉淀的原因及消除方法。
	61．沉淀是怎样形成的？形成沉淀的性状主要与哪些因素杜瑑珿ὑ癎ⵔ魖⁎㮉腵ㅬ襭쁧ⲍ⡑덛髿ὔ魖⁎襭쁧慎屴关？
	62．试说明X射线特征射线的线系及其产生过程。
	63．何谓正相色谱和反相色谱？色谱固定相、流动相极性变化对不呜晧腠❮뚍⡏�妈䱎㩧屴何影响？
	64．影响离子交换树脂交换速度的因素杜瑔鯿�
	65．计算机的系统总线起什么作用？
	66．双聚焦质谱仪为什么能提高仪器的分辨率？
	67．试说明分离的含义及热力学限制、分析分离与制备分离的区别与联系。
	68．什么是红外活性？什么是非红外活性？
	69．决定电化学电池的阴、阳极和正、负极的根据各是什么？
	70．数模和模数转换器各起什么作用？
	71．试说明SPME萃取头涂层杜瑔魾퍧葼筗诿ὧ^㡵⡶葒㙙ݢ聧⽧屴哪些？
	72．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和红外吸收光谱均满足Lambert-Beer定律｜暐ᩞ㡽⭙ᘀⵓ셔㡥㙑䦌ㅵ⡏屛骑콭䭛騀Ȿꉙᙔ㡥㙑䦌ㅵ⡏屾퍧葒٧郿屦为什么紫外-可见吸收光谱通常很少用作结构分析｜暀屦红外吸收光谱很少用作定量测定？
	73．系统误差的产生原因、特点及消除方法。
	74．试对几种X射线检测器的作用原理和应用范围进行比较。
	75．比较电解分析方法和库仑分析方法的异呜晰뤰�
	76．试述X射线光电子能谱与Auger电子能谱各自的特点。
	77．说明用下述方法进行测定时｜晦⽔♟ᕑ斋㩎쁎䣿ᾂᕑ斋屦是负误差还是正误差？
	78．影响沉淀溶解度的主要因素杜瑔鯿Ὑ艏問罬襭쁾꽑샿�
	79．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原子化方法杜瑔篿Ὣ풏荑癎㮉腏㩰뤰�
	80．试说明分子质谱仪器主要组成部分和各自的功能｜晛荎๓齛傍⢌ㅎ桧屴何不呜替�

	《分析化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计算题精编
	1． 用萃取分光光度法测定某微量金属含量时｜晦㺂牓쵞鑎㫿屦配呜扲楗⡧屴机相和水相的分配比为D｜晵⠀戀挀浔㡥㙬恗⡑癧Y❔㡥㙬罙ѭ䭟靧屴机相中配呜扲楶葔㡑䥞Ꙏ㨀䇿屦试证明：
	2． 写出下列电池的半电池反应及电池反应｜暋ꅻ靑癵㕒ꡒ뼀ⱞ癨ݦ㕧腶葫掍ἰ�
	3． 称取含铝试样0.2000g,溶解后加入0.02082mol/L｜昀䔀䐀吀䅨ݑ왮뙭눀㌀　⸀伀伀洀䳿屦控制条件使与EDTA络呜扛豑栰ɱ㙔๎ݑ왮뙭늏푮髿屦消耗标准溶液7.20mL｜暋ꅻ鞋함㝎蒍⢑콒٥瀰�
	4． 称取含和试样0.2015g,溶解后｜晗⠀瀀䠀㴀㈀⸀づ練𤋮㑧梑硎㩣ݹ㩒䋿屦加热至左右｜晎萀䔀䐀吀䅮骁ꊂ牭衙ㇿ屦消耗EDTA15.20mL。然后加入上述EDTA标准溶液25.00mL,加热煮沸｜暌舀瀀䠀㴀㐀⸀㔀ⱎ倀䄀乎㩣ݹ㩒䋿屦趁热用标准溶液返滴定｜晵⡓묀㠀⸀㘀洀䰰ʋꅻ鞋함㝎ⵔ豶蒍⢑콒٥瀰�
	5． 用普通光度法测定镜晨ݭ뉔貕屦试样,吸光度分别为0.700和1.00,二者透射率相差多少?若用示差分光光度法,以的镜晨ݭ뉏屓쉫퐀ⲋ항뉶葔㡑䥞Ꙑ㱎㩙ᩜᄀ㽫摥貀ն蒐ཛྷѫ푶ᩜᄀ㽹㩝핶蒐ཛྷѳ蝎䭝푦源ᩬ학❙ᩜᅐഀ�
	6． 已知下列电池中溶液的电阻为｜晙艎උꅧ腓ᘀⲋ햋ꅻ鞉腟青　　⸀　㌀　䅶葵㕭䅥䂗e뵒ꁶ葙ᙒꁵ㕮遶蒍睙쭵㕓警⽙ᩜᇿ�
	7． 在硫酸介质中｜晵㖉殑碕屦与硫酸镉混呜扮뙭눰ʋ햕�
	8． 用标准溶液滴定水中钙和镁的含量｜晓혀　　⸀伀洀䱬㑨㟿屦以铬黑T为指示剂｜晗⠀瀀䠀㴀づ髿屦消耗EDTA31.30mL。另取一份lOO.OmL水样｜晒ꀀ一愀伀䡏罔䡟㩗칠⟿屦使成沉淀｜晵⢔饣ݹ㩒䉣ݹ㩾조맿屦继续用EDTA滴定｜晭袀ᜀ㤀⸀㈀　洀䰰ʋꅻ響�
	9． 试计算下列化呜扲楶萀嬀䴀⬀㈀崀⼀䵓쨀嬀䴀⬀㐀崀⼀䵜葫푏诿�
	10．测某药品中无机盐的总量｜晟需にⅭ䭛驥灣渀⣿Ԁ⤀㨀㐀　⸀Ⰰ㐀　⸀㈀Ⰰ㐀　⸀ヿ屦40.14,40.16,40.18,40.15,40.20,40.18和40.17。
	11．计算下列物质峰相对于的丰度。
	12．浓度均为的络呜扮뙭닿屦欲在pH=6.0时｜晵⡻䥭卞ꙶ萀䔀䐀吀䅮驑癎蓿屦试问：
	13．某含铁约0.2%的试样｜晵⢐뭎豬⺃骔셑䥞Ꙭ항䭛騰ʋ함㝮뚉�쪁　　洀䰀Ⱶ⠀⸀　　挀浫풂牶뿿屦在508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1)为使吸光度测量引起的浓度相对误差最小｜晞鑟卹횋함㝙ᩜᅑ䯿ἀ⠀㈀⥙艧鱢䁏罵⡶葑䥞ꚋꆐད䥞ꙧ�ɛ鲋ﭥ炃͖㨀　⸀㈀　ヿ帀　⸀㘀㔀　Ɑ䭛驮뙭뉞鑣Ꝓ㙶葔⮔셶葭卞ꚃ͖㩙ᩜᇿ�
	14．浓度为的溶液｜晵⡓챳꽝溃䦑灎貁ᡑ䥞Ꙭ햏�䱭䭛騀ⱎ蹬缀㘀　　渀浙ѵ⠀㈀挀浔㡥㙬悏�䱭䮑쿿屦测得T=50.5%,求摩尔吸收系数、桑德尔灵敏度S。
	15．在某反相色谱体系中｜晒ᵙ쭭䅒꡶⬀㌀　╵㊑蝔谀㜀　╬㐀⡏卹٥瀀⧿屦最后溶质峰保留时间为31.3min,其死时间为0.48min,试计算初始条件下溶质k和欲获得溶质k为5左右｜晞鑙艏啥㥓�뙒䉾쑢ჿ�
	16．称取铁矿试样0.5000g,溶解后将全部铁还原为亚铁｜晵⡨ݑ왮뙭뉮骁ᙛ暋ꆑ콰륥屦消耗33.45mL,求试样中的铁以和表示时｜暍⢑콒٥灔ю㩙ᩜᇿ�
	17．用银电极电解和0.001mol/L的混呜扮뙭닿屦已知；｜晗⢔㕧腎੧Q䡧遑勇葲榍⡦⽔y췿�
	18．用标定溶液的浓度｜晹훿屦溶于水并稀释至100mL｜晹ﭓ홢䁟靮뙭눀㈀㔀⸀　　洀䳿屦加入硫酸和碘化钾溶液｜晵⡮뙭눀㈀㐀⸀㤀㠀洀䱮驧遑勇葸飿屦求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若取上述溶液25.00mL｜晵⡸顮뙭눀㈀㐀⸀㠀㌀洀䱮骁조맿屦求碘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
	19．某试样只含和｜暖摫摎ᙥ癎홧䊍⠰ɹ혀⸀　　　枋㝔쇿屦溶于水后｜晵⠀　⸀㔀　　　洀漀氀⼀䰀䠀䌀ㅨݑ왮뙭뉮髿屦甲基橙为指示剂｜晭袀ᜀ䠀䌀ㅨݑ왮뙭눀㌀　⸀　　洀䳿屦求试样中的质量分数各为多少？
	20．测得下列电池电动势为：
	21．0.200g某含锰试样中的锰的含量被分析如下:加入标准溶液还原到｜晛豑梏�齎ⲏ작콶葹뭛偗⢑硠❮뙭뉎ⶈꭨݑ왮뙭뉮髿屦需15.0mL。以的形式计算该试样中锰的含量。
	22．在硝酸介质中｜晵㖉遑贈屦如以电解至尚留下0.01%视为已电解完全｜晫摥屵㕧腵㕏䵶葓�ᙐ㱎㩙ᩙ⟿�
	23．采用加入标准溶液法测定某试样中的微量镉。取试样1.000g。溶解后｜晒ꁑ敞镭닿屦稀释至50mL。取试液10.00mL｜晭䭟靧膌ㅬ�㨀と㰰ɒꁑ敨ݑ왮뙭눀⡔⮕䤀⤀　⸀㔀　洀䱔屦波高则为20格。计算试样中镉的质量分数。
	24．计算的溶液中电对的条件电位并判断此时Fe3+还能否氧化I-?(pH=2.0时｜替屦)
	25．在一根2m的色谱柱上｜晭䭟需䄰Ā䉎⑾쑒ٶ葏�奥ْ⭎㨀㘀⸀㘀　洀椀湔谀㠀⸀㈀　洀椀滿屦峰底宽则分别为0.30min和0.35min。呜晥䭟靫筥㨀⸀㈀　洀椀渀ⱬ䋿ᨀ⠀⥔ҁ蒌ͥ瑏�奥ᬀ⠀㈀⥔ҁ葒ڑ䵫퓿ᬀ⠀㌀⥔ҁ葧屴效塔板数和杜瑥䡘呧羚�ᬀ⠀㐀⥒ٹ뭞�
	26．以空白试剂调节光度计透光率为100%,测得某试液的吸光度为1.301,假定光度计透光率的读数误差｜晑䥞ꙭ䮑콶葶曆㩙ᩜᇿᾂ吀㴀　╶葨ݑ왮뙭뉏屓쉫푮뙭닿屦该试液的透光率为多少？此时测量的相对误差又是多少？
	27．在含杜琀　⸀㈀洀漀氀⼀䱮㡹뭶萀瀀䠀㴀　⸀ぶ葬⡠❿ፑ뉮뙭뉎ⷿ屦以0.020mol/LEDTA滴定呜晭卞ꙶ蓿屦计算化学计量点时的值。在上述相呜晧慎屦如滴定的是｜晓ᙛ暋ꆑ콰륥萀瀀䴀材㱦⽙ᩜᄀ⣿ᮔ�⢑䵔屢物的分别为4.31、7.98、11.02、13.82)?
	28．今杜琀㐀⸀　　杲妁辋함㟿屦用50mL柠槺酸缓冲溶液(呜晥�⭧屴NaCl)煮沸以得到游离态的氟离子,冷却后稀释至100mL。取25mL,用氟离子遜瑢㕧腭䭟靵㕬恵㕒ꡒ뽎㨀ⴀ　⸀㠀㈀㌀嘀ⱒꁑ敶葬ό뭛偨ݑ왮뙭눀㔀⸀　洀䕔㕏䵐㱎㨀ⴀ　⸀㈀㐀㐀㘀囿屦请问牙青试样中氟离子的质量分数是多少？
	29．对于下述电池｜昀⠀⥑饑祈⑵㕧腎੶葓䩵㕬恓쵞铿ᬀ⠀㈀⦋ꅻ靵㕬恶葵㕒ꡒ뿿ᬀ⠀㌀⥙芘顎葑饬헿屦这些电池是原电池还是电解池？假设温度为｜晭㭞꙼ﭥ灗䝻䥎踀�
	30．可用EDTA间接滴定法测定。已知一定量过量的与反应生成｜暏작콶葎䔀䐀吀䅨ݑ왮뙭뉮髿屦并不发生反应。取12.7mL含的试液｜晒ꁑ攀㈀㔀⸀　　洀䱔⮏작콶葨ݑ왮뙭뉎扢ჿ屦过量的需与完全反应。已知与上述标准溶液30.0mL完全反应。计算含试液中的物质的量浓度。
	31．滴定0.1560g草酸的试样｜晵⡓묰ɬ䊃䦑碋함㝎蒍⢑콒٥瀰�
	32．在溶液中｜暗�腒ꁑ教ᩜᅫ䝬㑢䶀﵏罺�쩔萀䠀䌀ㅮ뙭뉛豈䌀愀佶葮驞�
	33．已知在酸性溶液中｜晎๓쵞鑥屦溶液相当于0.1117gFe,聜昀⸀　　洀䳿屦溶液在酸性介质中恰好与0.20mL上述溶液完全反应。问需多少毫升溶液才能与上述溶液完全中和？
	34．的的溶液在波长450nm和530nm处的吸光度A分别为0.200和0.050。的溶液在450nm处无吸收｜晗⠀㔀㌀　渀浙є㡑䥞Ꙏ㨀　⸀㐀㈀〰Ɏ쩭䭟靧큔豶葭屢溶液在450nm和530nm处的吸光度分别为0.380和0.710。试计算该混呜扮뙭뉎ⵔ豶葭卞ɐ䞋빔㡥㙬悕罎㨀　渀洰�
	35．用气相色谱法氢火焰检测器检测某焦化厂用生化处理废水中酚的浓度｜晝婨ݑ왭卞屦进样量｜晭䭟鞂婜�㔀洀淿屦峰半高宽4mm,3倍噪声信号为0.05mV,记录仪灵敏度为｜暋끟啎뢐㨰ʋ핻鞂ⱒٶ葰略佞ꘀ⠀匀⤰Ũ쁑殺倀⠀䐀⥔豧\ཨ쁭䮑케⠀洀洀椀渀⤰�
	36．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两个组分｜暂犌ㅧ㨀㔀挀涕罶萀伀䐀卧ɝ⡛麚豧慎୧䡲䜀⼀淿屦用苯磺酸溶液测得死时间｜晭䭟靓쨰ɬ䋿�
	37．根据下列电池：
	38．用呜晎hݑ왮뙭뉒ْ⭮驏卹䥶葔豮뙭눀Ⲁ⡶葨ݑ왮뙭뉏卹䧿屦试问和两种溶液浓度的比例关系。
	39．于pH=5.5时｜晎驔豭屢溶液中的｜昀⠀⦀ﵔ♑외湮髿ἀ⠀㈀⦋ꅻ靓ᙛ暋ꆑ콰륥蓿ᬀ⠀㌀⦂豵㊑婪夀⠀堀伀⥎㩣ݹ㩒䋿屦终点误差是多少？(时｜昀㴀㔀⸀㜀�
	40．某Al-Mg呜抑톋함㟿屦试设计分析实验｜晒٧遑癎ⴀ䄀汔谀䴀杶葔⮑쿿屦写出相关反应式和浓度的计算关系式。
	41．计算在pH=10.00的0.010mol/LEDTA溶液中的溶解度。
	42．在测定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的峰高校正因子时｜晹홙艎ஈ桢䁒ឍ⢑콶葔Ѿ쑒ٶ葾꽲榍⠰ɗ⡎[骂犌ㅧ慎屦所得色谱图上各种组分色谱峰的峰高如下表。
	43．某酸碱指示剂在水中存在下列平衡：
	44．lmol/LHC1溶液中｜替屦计算用固体亚铁盐将0.100mol/L还原至一半时的电势。
	45．某一难被酸分解的矿石2.000g,用熔融后｜晟青ご豮뙭눰ɱ湬롭硓홭뉎摓뮏읬❓ᙲ椰ʑ硓᙮뙭닿屦这时歧化为和｜普묰ɮ뉵⡮뙭눀㔀　⸀　　洀䱙Ѵۿ屦过量用溶液滴定｜晵⡓묀㠀⸀㐀　洀氰ɬ襭쁵⡮뙭눀氀　⸀　　洀䱙Ѵۿ屦过量用O.O1OOOmol溶液滴定｜晵⡓묀㠀⸀㈀㐀洀䰰ɬ䉷ｨ㝎ⴀ䴀渀佔豶蒍⢑콒٥瀰�
	46．分析不纯(其中不含干扰物质)时｜晹횋함㜀　⸀㌀　　　最ⱒꁑ敭卞Ꙏ㩶萀䠀䌀ㅨݑ왮뙭눀㈀㔀⸀　　洀䰰ɱ湬뢖摓믿屦用浓度为的NaOH溶液返滴过量酸｜晭袀ᝎ蘀㔀⸀㠀㐀洀䰰ʋꅻ鞋함㝎蒍⢑콒٥瀰�
	47．某钠离子遜瑢❵㕧腶葐㱎㨀　⸀㈀㐀Ⲃꁵ㕧腭䭛驶葮뙭뉶葵㕏䵐㱎㨀　⸀㈀　㌀嘰ʋꅻ靗⡶屦实验条件下｜暔ꁵ㕧腗⡓쩮뙭뉎葵㕏䵐㰰�
	48．要求在滴定时消耗溶液25～30mL。问应称取基准试剂邻苯二甲酸氢钾多少克？如果改用作基准物质｜晓졞鑹홙ᩜᅑ䯿�
	49．称取软锰矿0.lOOOg｜暋함㝾콸녱鑔屦得到｜晱湬롮뙭뉎摓뮏읬❓ᙲ槿屦酸化溶液｜晫摥杓ᙎ㩔賿屦然后滤去｜晵⠀　⸀　㈀洀漀氀⼀䱨ݑ왮뙭뉮髿屦用去25.80mL｜暋ꅻ鞋함㝎蒍⢑콒٥瀰�
	50．在长为2m的气相色谱柱上｜晫筥㨀洀椀滿屦某组分的保留时间18min,色谱峰半高宽度为0.5min,计算：(1)此色谱柱的理论塔板数N｜晧屴效理论塔板数。(2)每米柱长的理论塔板数。(3)色谱柱的理论塔板高H｜晧屴效理论塔板高。
	51．某化呜扲楎㪑滿屦其分子式为｜晭䭟靽⭙ᙑ䦌ㅖ﹙艎屦试指出发色基团｜晞癣ꡭ䭓ﵶ葒ٛ偾퍧萰�
	52．请设计测定试剂浓度的乜瑹쵮驒٧遶葥륬헿屦并写出每种方法的试样溶解方法、滴定条件：包括酸度、滴定剂、指示剂以及其他试剂等｜晞癒ᝑ懲ꅻ靟༰�
	53．已知海水的平均密度为｜暂癎葔⮑콎㨀　⸀㔀─ⱬ䉫콓䝭睬㑎ⵢ䁔⭶葲榍⡶蒑콓쩑癭卞ɓ홭睬㐀㈀⸀㔀　洀䰀ⱎ뢙转㑺�쪁㈀㔀　⸀伀洀䰀ⲋꅻ鞋뙭뉎蒍⢑콭卞�
	54．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某元素的配呜扲槿屦用1cm比色皿在530nm波长下测得系列标准溶液的数据如下表｜暂⡔屦样条件下测得未知物的吸光度为0.250,求未知样的浓度。
	55．称取｜普뚉๎๗⢑硠❧慎쵞铿屦用标准溶液滴定过量的｜晵⡓묀㤀⸀㜀㐀洀䰰ɬ䉶繒ٔ⮑케⡤楜ᒍ⢑콎㨀㠀㘀⸀㤀㐀⤰�
	56．杜瑎�함㝔⭧屴甲酸、乙酸、丙酸及不少水、苯等物质。称取试样1.055g,以环己酮作内标｜晹혀　⸀㤀　㜀杳꽝湒ꁒる함㝎ⷿ屦混呜扗䝓T屦吸取此试液进样｜晟青も犌ㅖ屦从色谱图上测量出各组分峰面积。峰面积及响应值S见下表。
	57．根据分离度及杜瑥䡴ڋ멘呧罥灻䥗逸ⲋꅻ靑江ༀ⡐䞋븀⧿屦请推导下式成立：
	58．用归一化法测定石油芳烃馏分中各组分含量。进样分析洗出各组分色谱峰面积和已测定的定量校正因子如下｜暋햋ꅻ靔Ѿ쑒ٔ⮑켰�
	59．今杜瑑䥨Ւ㭾뽎㩫콫猀㈀　で慶葑䥨屦当其闪耀角为时｜晑癎~ꞕl罔豎豾ꞕl罎㩙ᩜᇿ�
	60．为了测定长石中K,Na的含量｜晹횋함㜀　⸀㔀　㌀㐀朰ʙ陑䡏网癎萀䬀Ⰰ一慛骑쾏汓ᙎ㨀䬀䌀ㅔ谀一愀䌀　⸀㈀　㠀最ⱱ㙔๑赮뙎蹬㓿屦再用溶液处理｜晟青　䄀最䌀汬襭쀀　⸀㈀㔀㌀朰ʋꅻ鞕罷ⵔ豶蒍⢑콒٥瀰�
	61．已知含和烷烃的混呜扲槿屦在某色谱分析条件下流出时｜晔貌ͥ瑏�奥ْ⭎㨀ご谀㐀洀椀滿屦求的调整保留时间。
	62．已知在酸性介质中｜晎๓쵞鑥屦溶液相当于；聜普뙭뉗⢑硠❎쮍⡎ⵠ灙絔谀　⸀㈀洀䱎એ뙭뉛豑桓쵞鐰ʕ�腙ᩜᅫ䝮뙭뉢䶀﵎⸀　　洀䱏屎㪑硶葮뙭뉛豑桎ⵔ賿�
	63．杜瑎~뾂牥捳蝎㨀⸀㈀㔀洀洀⼀渀浶葑䥧喂牎ꭵ⡧敒ڏꢔꁓ챾뼀㨀㔀㠀㤀⸀伀渀浔谀㔀㠀㤀⸀㘀渀洀ⱴڋ멎૿屦应需要多大的狭缝宽度？(提示：光谦杜瑥䡞♛뵓ꑎ㩦⽎⑧憋뽬罝葎S䨀�
	64．分析含铜、镜昰ƕ䅔屢金时｜晹혀　⸀㔀　　　枋함㟿屦溶解后用容量瓶配成lOOmL试液。吸取25.OOmL,调至pH=6,用PAN作指示剂｜晵⡨ݑ왮뙭뉮骔�貕屦｜晵⡓묀㌀㜀⸀㌀　洀䰰ɓᙓ졔㡓혀㈀㔀⸀　　洀䲋항닿屦调至pH=10,加KCN以掩蔽铜和辞｜晵⡔屦浓度EDTA溶液滴定｜晵⡓묀㐀⸀　洀䰀ⱱ㙔๑赮ꁵ㊑魎㶕屦｜晓졵⡔屦浓度EDTA溶液滴定｜晵⡓묀㌀⸀㐀　洀䰰ʋꅻ鞋함㝎ⶔ�ƕ屦、镁的质量分数。
	65．某试液显色后用2.0cm吸收池测量时｜昀吀㴀㔀　⸀　┰ʂ⠀⸀　挀浢ᘀ㔀⸀　挀浔㡥㙬恭䮑쿿屦T及A各为多少？
	66．混呜扮뙭뉎ⵧ屴和乜瑹쵹뭛僿屦浓度均为｜晗⠀瀀䠀㴀㔀⸀ぶ萀䠀䄀挀ⴀ一愀䄀捿ፑ뉮뙭뉎ⷿ屦如果加入至过量(设平衡时游离的浓度为)｜晵⡎豵㊑婪夀⠀堀伀⥏屣ݹ㩒䋿屦可否用的EDTA滴定？(pH=5.0时｜替᭶葔ѾꝽ⽹㍛驞㡥灎㫿ᨀ�
	67．A、B两药物在呜晎�犌ㅧ慎୶葒ڑ䵼ﭥ灒ْ⭎㨀㐀㔰Ā㔀　ⱝ푎㨀㌀　Ɑ䅒꡶뾐Ꙏ㨀㜀挀洀⼀珿屦色谱柱理论塔板高度为0.5mm。要使上述两药物达到完全分离｜晒٧遥ᅎ㩙ᩜᇿ�
	68．杜瑎hݑ왭눀⠀　⸀　㈀　　　洀漀氀⼀䰀⧿屦求其滴定度｜昰ʂ횋함㜀　⸀㈀㠀　最Ɱ뚉屦将溶液中还原为后｜晵⡎એݑ왭늏�䱮髿屦共消耗标准液25.60mL,求试样中Fe含量(％)。
	69．写出下列溶液的质子条件式。
	70．25.00mLKI溶液｜晵⡺�䠀䌀ㅓ쨀　⸀　　洀䰀　⸀　㔀　　　洀漀氀⼀䱮뙭뉙Ѵۿ屦煮沸挥发掉｜晑띓瑔屦加入过量KI使之与剩余的反应。析出的需21.14mL0.1008mol/L标准溶液滴定。计算KI溶液的浓度。
	71．欲测定某杜瑧㪀勇葤楜ᒍ⢑케ⱑ䡵⢂玑碀切⠀䴀㴀㈀㈀㤀最⼀洀漀氀⥙Ѵۿ屦得到苦味酸胺(系1:1的加呜扲椀⤰Ɏ쩹홫撂玑碀切　⸀　㌀　　柿屦溶于乙醇并配制成1L溶液｜晵⠀⸀　　挀浶葫풂牶뿿屦于其最在吸收波长380rnn处测得吸光度为0.800(已知苦味酸胺在380nm处｜晤楜ᑔ㡑䥼ﭥ瀀⤰ʋ핬䊋屴机胺的摩尔质量。
	72．溶液和溶液相混呜拿屦所得溶液是酸性、中性还是城性？计算过量反应物的浓度。
	73．用丁二酮肟比色法测定某呜抑톔ꉎ蒕䴰ɹ홎[骑콶蒋함㝮뚉๛驛륎㨀　　洀䰰ɓ홑切　洀䰀ⱦ㺂牔�쪁㔀　洀䰰ɵ⠀⸀　　挀浶葫풂牶뽎踀㐀㜀　渀浙ѭ䭑癔㡑䥞ꘀ⡤楑䥔㡑䥼ﭥ瀀⤰ɫ㉏羕䵶葶繒ٔ⮑콠灙絻䥎蹔㡑䥞Ꙑ㳿屦则应称取试样多少克？.
	74．称取配制于250mL容量瓶中｜晹ﭓ혀㈀㔀⸀　　洀䳿屦用NaOH标准溶液滴定消耗24.00mL;若另取25.00mL于酸性溶液中用标准溶液滴定消耗30.00mL｜晬䉫搀一愀伀䡓쩮뙭뉶葭卞ʂ⡎蹭䭛驷ｨ㝎ⵥ屦称样0.6000g消耗溶液21.00mL,计算。[已知254.19]
	75．杜瑎~꽧屴机化呜扲槿屦将该化呜扲榋함㜀㜀㐀⸀㐀洀枏�䱙Ѵْډ屦使S转化为｜晓홑瘀⼀　ⱑ赎뙭뉮髿屦以吸附指示剂指示终点｜暏빒ま조륥ᝓ묀⸀㐀㔀洀䰀ⱬ䈀硶葐㰰�
	76．计算下述化呜扲楶萰�
	77．计算下列各溶液的PH。
	78．称取某一元弱碱(B)0.4764g｜普뙎蹬㑔⡨ݑ왮뙭늏�䱵㕏䵮髿屦从电位滴定曲线上获得部分数据如下：
	79．已知在酸性介质中｜晎๓쵞鑥屦溶液相当于；聜普뙭뉗⢑硠❎쮍⡎ⵠ灙絔谀　⸀㈀洀䱎એ뙭뉛豑桓쵞鐰ʕ�腙ᩜᅫ䜀　⸀㈀　　洀漀氀⼀䰀一愀伀䡮뙭뉢䶀﵎⸀伀伀洀䱏屎㪑硶葮뙭뉛豑桎ⵔ賿�
	80．在溶液中在滴汞电极上还原得一极谱波。当浓度为为时｜晗⡭䭟靶葧膖偢楥捵㕭䅎㨰ɗ⣾挀　⸀㠀㐀噥䭟靶葵㕭䄀楎㨰ʂ⢋뙭뉎葢楥捼ﭥ灎㫿屦试求n和值。
	81．一根长2m的色谱柱分离某多元混呜扲槿屦理论塔板数n为4000片/m｜替屦混呜扲楧T๎N⩾쑒欀㴀㔀ⲋ핬䋿�
	82．试剂HL与金属离子形成络呜扲楓ꭧ屴机溶剂萃取：
	83．计算密度的冰醋酸(含HOAc99.6%)的浓度｜晫㊑硒㙮뙭눀㔀　　洀䰀ⱞ鑓홑낑讑硙ᩜᅫ䟿�
	84．准确量取30.00mL弱酸HA｜晒ꁬ㑺�쪁　　⸀　洀䰰ɗ⡵㕬怀⡎�⤀倀瓿屦中｜晎　⸀　　　洀漀氀⼀䰀一愀伀䡮뙭뉮驟㆑砀䠀䅮뙭눰ɟ卟㆑砀䠀䆈ꭎⵔ豎S䩥屦电池电动势为0.524V；化学计量点时｜晵㕬恵㕒ꡒ뽎㨀　⸀㜀㐀㤀嘰ɬ䋿ᨀ⠀⥟㆑砀䠀䅶葹뮉㡥烿ᬀ⠀㈀⥟㆑砀䠀䅶葓齙쭭卞ꘀ⡎Ά兮骏읺㝔셮뙭뉏卹葓�ᘀ⤰�
	85．某含砷试样5.000g｜晾콙Ѵٮ뚉屦将试液中的砷用肼还原为乜瑎㟿屦除去过量还原剂｜晒ꁸ뎑硬⊔ꁿፑ뉭닿屦置电解池中｜晗⠀㈀　洀䅶葠剛驵㕭䅎Ⱶ⡵㖉ꝵὶ葧斏�䱞鍎텮髿屦经9min 20s到达滴定终点。试计算试样中的质量分数。
	86．杜璋함㜀㈀　欀柿屦粗碎后最大颗粒粒径为6mm左右｜暋븀䭐㱎㨀　⸀㋿屦问可缩分几次？如缩分后｜晑赸㑸躁윀こ寿屦问可再缩分几次？
	87．已知苯胺B带的为280nm｜晎㨀㐀㌀〰ɼ빛왹화⭧屴苯胺的样品0.500g｜晵⡥㑎妑蝮뚉䵒㙢က　　洀䱮뙭닿屦精密量取10.0mL,用相呜普뙒䉺�쪁　　洀䳿屦用1cm的比色皿测得280nm处的A为0.430。求样品中苯胺的质量分数(苯胺摩尔质量为93.128)。
	88．以NaOH液(0.1000mol/L)滴定HAc液(0.1000mol/L)｜晾조륥瀀䡫푓ᙛ暋ꆑ콰륥瀀䢚�　⸀㔀瀀䡓問䷿屦
	89．已知组分A和B的分配系数之比为0.909,若使两者完全分离｜晧罞鑎㩙ᩜᇿᾋ빧屴效塔板高度为0.88mm。
	90．在pH=6.0的溶液中｜晔⭧屴和0.091),游离酒石酸根(Tart)浓度为｜晒ꁑ敻䥏卹葥䔀䐀吀䄀ⲋꅻ靔豐㰰ɝ葶蒑剷硗⠀瀀䠀㴀㘀⸀づ蒑硥䡞鑓ﵵ敎උꄰ�
	91．用结晶紫萃取分光光度法测定Au。在100mL试液中含AulOO。取20mL该试液用结晶紫显色后｜晑赵⠀㔀洀䲄͓혀ⲋ빧屴色结呜扲椀　　█ꮄ͓훿屦然后用1cm比色皿｜晗⡙ѭ䭟需吀㴀　⸀㔰�

	《分析化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图谱解析题精编
	1． 的质谱如下｜暋행쨀洀⼀稀 　　Ⰰ㠀㔀Ⰰ㔀㠀Ⰰ㔀㜀Ⰰ㐀㍹뭛偶葟扢ႏ읺ର�
	2． 试根据下面的质谱图推测化呜扲楶葾퍧萀⢉腬䉑饑懲욉邏읺⤰�
	3． 某化呜扲楶葒ٛ偟ཎ㫿屦红外光谱中和处杜瑲祟腜屦核磁共振谱图如下图。试解析谱图并写出其结构式。
	4． 某化呜扲楶葒ٛ偟ཎ㫿屦其红外光谱杜瑙艎㮉腔㡥㙞⛿屦和；其紫外吸收光谱在。已知该化呜扲楎൦⾑鯿屦试解析并指出它可能的结构。
	5． 杜瑧㩓ᙔ屢物的NMR谱如下｜晑癶樂批䭫푎㨀㔀㨀㨀㘰ʋ핣ꡭ䭑百퍧萰�
	6． 某化呜扲楓㪕葾ꉙᙑ䦌ㅙ艎ୖ屦问该化呜扲楶葾퍧葦⼀䄰Ā䈰Ā䍎ⵔN⫿屦说明理由｜晞癑饑節﹎੨ݑ𤋮灜葟剜帰�
	7． 某化呜扲楶葒ٛ偟屦其谱图如图1所示,试推断其结构。
	8． 某未知物的分子式为｜晑百ꉙᙑ䦌ㅎⵧ屴宽峰｜晔屦时杜琰Ż䥔㡥㙞⛿屦试由红外光谱数据推测出其结构式｜晞癑饑穀є㡥㙜董⽒ꡟ扟པ豟剜帰�
	9． 杜瑎Sᙔ屢物的分子式为｜晑百ꉙᙑ䦌ㅙ艎ୖ屦试推断其结构。
	10．某化呜扲楶葒ٛ偟屦其谱图如图所示｜暋핣ꡥ굑百퍧萰�
	11．下图是分子式为的化呜扲楶萀一䴀劌ㇿ屦试推断其结构(写出推断过程)。
	12．某未知物分子式为谱如下图｜暋핣ꡭ䭑百퍧蓿屦并每出各标注峰的归属及所杜璁쭼ﭾ��
	13．某化呜扲楒ٛ偟ཎ㫿屦其红外光谱如下图｜晑癎ⵔќ葜䵧屴：①3300～和｜晑饑懲ᙔ屢物的可能结构｜晞癑饑謹ꡥ굏鵣渰�
	14．—不含氮的化呜扲槿屦其质谱如图所示｜晎驺㍹뭛停㨀洀⼀稀 ㈀㔀⸀㕔谀㠀㠀Ⰰ㜀ⲋ핣ꡭ䭑百퍧蓿屦并写出推理过程和m/z为154、139、111、76和43的离子的形成过程。
	15．某化呜扲楶葒ٛ偟ཎ㫿屦其NMR谱如下图所示。试指出该化呜扲楶葾퍧萀⡑饑穀ќ葟剜帀⤰�
	16．下列羰基化呜扲槿屦如何根据IR光谱和谱进行区分？
	17．某化呜扲楶葒ٛ偟ཎ㫿屦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和质谱如下图｜暉腬䋿�
	18．某化呜扲楽⭙ᙑ䦌ㇿ屦分子式为｜暋핵䴀卣ꡭ䭾퍧葟ༀ⡑饑難ݑ切洀⼀究葹뭛停蒈슉읺⤰�
	19．某未知物为无色液体｜晬롰맿屦它的红外光谱｜晨㡸셑煣⾌ㅎ쪍⢌ㅙ艖屦它的紫外光谱在210nm以上无吸收。试确定未知物的结构。
	20．已知分子式｜昀洀⸀灎㫿屦其IR图如下｜暋ꡭ䭑百퍧葟༰ʉ腬䋿ᩣݑ難ݦ葟剜帰ţ⽒ꡟ扟༰�
	21．某一未知物沸点为｜晭䭟青ٛ偟ཎ㫿屦将该液体装入毛细液槽中｜晭䭛驑百ꉙᙔ㡥㙑䦌ㅙ艎ୖ屦试推测其结构。
	22．某化呜扲楒ٛ偟ཎ㪌ㅙ艎屦试推测其结构(要求写出杜瑨ݓ葟剜幓쩢䁧屴自旋系统)。
	23．推测下列各化呜扲楔⭧屴哪些电子跃迁类型和紫外吸收带。
	24．由化呜扲楶蒍⢌ㅣꡭ䭑百퍧蓿屦质谱图如下｜晓屴峰｜晑饑愈슉읺ର�
	25．已知化呜扲概妑湶蒍⢌ㅖ﹙艎ୖ屦试写出杜瑨ދ끜葟剜幔貈슉륟༰�
	26．给出未知物的分子式及其对应NMR谱中各峰的化学位移、峰形及氢原子数｜晐癔屢常数约为7Hz。请写出与NMR谱相应的分子结构(不需写解析过程)。
	27．化呜扲槿屦根据如下NMR谱图确定结构。
	28．某未知物分子式为谱如下图｜晹ښ�ꙫ푎㨀愀㨀戀㨀挀㨀搀㴀泿ᨀ㔀㨀㈀㨀㈀ⲋ핣ꡭ䭑百퍧蓿屦并写出各标注峰的归属及所杜璁쭼ﭾ��
	29．试由某化呜扲楶葖ﺌㆉ遑癓ﵾ퍧葟ༀ⡎ﵓ啑큎�ㅣꡭ䯿屦聜晞鑾ﱔ屢解析｜晞皋ꡭ䭴ٵ⤰�
	30．某未知化呜扲楶蒍⢌ㅖ﹙艎ୖ﹢䁹㨰ʋ행遖ﺌㇿ屦并推断其结构。
	31．某化呜扲楒ٛ偟ཎ㫿屦NMR图谱如下｜暋핣ꡥ굑百퍧蓿屦写出推断过程。
	32．某未知物分子式为谱如下｜暋핣ꡥ굑百퍧蓿屦并写出推理过程、各标号峰的归属及自旋系统。
	33．某未知物的分子式为｜暋핵ㅎꉙᙑ䦌ㅣꡭ䭑祝百퍧葟屦要求写出杜瑨ݓ葜董⽒ꡟ扟པ豟剜帰�
	34．下图为甲基丁醛的质谱｜暋행쨀洀⼀穎㨀㠀㘀Ⰰ㔀㠀Ⰰ㔀㝔谀㈀㥹뭛停葟扢ႏ읺ର�
	35．杜瑎屴个未知物的质谱数据(相对丰度)如下表｜暋핣ꡥ굛荎葾퍧萀⡑饑謁䁨ݑ勇葫콎⩸蹲䝶蒈슉읺⤰�
	36．下图是某未知物的质谱图｜晛荦⼀䄰Ā䉾퍧葎葔N⫿屦为什么？(要求写出详细解析过程)
	37．下图为一含杜琀䌰Ā䠰Āぶ葧屴机化呜扲楶葾ꉙᙑ䦌ㅖ屦试根据图谱推测该化呜扲楦⾁ʀꩥ콓ᙔ屢物还是芳香族化呜扲槿ὦ⽔♎㪑蜰Ƒ鬰Ƒ湢ᚑ磿�
	38．某未知物分子式为｜暋핎칑百ꉙᙑ䦌ㅖ﹣ꡥ굾퍧葟༰Ȁ⢉腬䉑饑謹꡴ڏ읺ରŖ﹎ⵧ屴标号峰的振动形式和归属)
	39．某一未知化呜扲槿屦其分子式为。已测定它的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以及紫外吸收光谱｜晙艖︀⠀愀⤰Ā⠀戀⤰Ā⠀挀⧿屦试确定该未知化呜扲楶葾퍧萰�
	40．用热重分析法测量质量为562.46mg钙、锶和钡草酸盐的单结晶水混呜扲榋함㟿屦其热分解曲线如下图所示。在接近处｜晑皍⢑콎㨀㔀　㤀⸀㠀　洀柿屦在接近处｜暍⢑쾖䶁㐀㈀㜀⸀㤀㌀洀朰ʋ햋ꅻ靓齭屢物中锶的质量分数。
	41．化呜扲楶葾ꉙᙑ䦌ㅎⶖ䒏텧屴一强吸收｜晑皌ㅙ艎屦请推测该化呜扲楶葾퍧萰Ȁ⡹ښ�ꘀ愀㨀戀㨀挀㴀㌀㨀㈀㨀�
	42．某化呜扲楑睧屴强烈的刺激性气味｜晑癒ٛ偟ཎ㫿屦核磁共振谱图如下所示｜暋핣ꡥ궋ᙔ屢物的结构。
	43．某未知物分子式为｜暋함㥣湑瘀䤀劌ㅣꡭ䭾퍧葟屦并写出杜瑨ݬ㡥㙜董⽒ꡟ扟པ豟剜帰ɖﺌㅗ⡎Ѭ灧屴吸收峰：(钝峰)｜替屦
	。
	44．某未知物分子式为｜暋함㥣湾ꉙᙑ䦌ㅣꡭ䮋⩷楶葓ﵾ퍧萀⡑饑難ݑ𤋮灶葔㡥㙜葟剜帀⤰�
	45．—由C、H、0组成的化呜扲槿屦其质谱如下图｜昀䤀劌ㅎⵎ蹙ѧ屴较宽的强吸收峰｜暋핣ꡭ䭑百퍧葟屦并写出质谱中除m/z为104、105外所杜瑨ݬ葟剜幔豟扢ႏ읺ର�
	46．某化呜扲楶葒ٛ偟ཎ㫿屦其NMR谱如下图所示。试解析图谱｜晞癣ݑ懲ᙔ屢物的结构。
	47．某未知物｜晛荶蒍⢌žꉙᙑ䦌ㅎ쩨㡸셑煣⾌ㅙ艖︀ㇿ屦它的紫外吸收光谱在210nm以上没杜瑔㡥㛿屦确定此未知物。
	48．假设图1中化呜扲椀慶葏�奏卹㔀⸀洀䳿屦化呜扲椀摎㨀㐀⸀㌀洀䰀ⲋ핏ほ鞂犌ㅜ戰Ā捶葒ٞ͞㡥瀀䬰�
	49．化呜扲槿屦根据如下NMR谱图确定结构。
	50．化呜扲槿屦根据如下谱图确定结构。

	《药剂学》考研核心题库之遜瑢顼빿�
	1. 下列作为水溶性固体分散体载体材料的是__________。
	2.  为了使混悬剂稳定｜晒ꁑ斐ʑ콎뉬㒚�ٛ偲榍⡹㫿�
	3.  药物稳定性预测的主要理论依据是__________。
	4.  溶胶剂中加入少量电解质可使溶胶剂__________。
	5.  压片力过大｜晼顔屢剂过量｜晵转㑠❭ꙮ텒䉵⢑쾏읙ᩓ၎쵲䝒䊍⢑쾕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6.  压片时出现裂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__________。
	7.  流浸膏剂是指药材用适宜的方法浸出杜瑥䡢ၒۿ屦并调整浓度至规定标准｜暐ᩞ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8.  下列对热原的叙述正确答案的是__________。
	9.  用包括粉体本身孔隙及粒子间孔隙在内的体积计算的密度为__________。
	10. 应重点考查性状、检查杜瑥ٜ䈰Ŕ⮑콓쩧屴关物质__________。
	11. 蜜丸常用的制法是__________。
	12. 下列制剂中能加入抑菌剂的是__________。
	13. 下列关于滴制法制备丸剂特点的叙述｜晔�祦⾕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忿�
	14. 从下列叙述中遜瑑歹ᦋ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5. 散剂、颗粒剂由于药物吸湿后又逐渐干燥并最终失效｜晓齖⼀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6. 包呜扤楜ᑫ푎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7. 将挥发油制成包呜扲楶葎㮉腶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18. 气雾剂抛射药物的动力__________。
	19. 单糖浆含糖量｜戀最⼀洀泿屴为多少__________?
	20. 下列关于经皮吸收制剂错误的叙述是__________。
	21. 下列不是酒剂、酊剂制法的是__________。
	22. 一般应制成倍散的是__________。
	23. 作速释｜晘鹒ꁮ뚉ꙶ葓Ք屢材料__________。
	24. 以吐温为乳化剂形成乳剂｜晑癎獓ᚁ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5. 羊毛脂可吸收水约__________。
	26. 杜瑑獳꽼쩼빶葓�g慦⾕ᦋ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7. 药剂学概念正确答案的表述是__________
	28. 滴丸剂与胶丸的共呜晰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29. 含杜瑙➑콾ꑾ⁔豷ｲ楠➃潼襒㙎㡥钐屴用的辅料是__________。
	30. 固体分散体载体材料__________。
	31. 杜瑑玏澁轗揄⡶葓�ⶕᦋ葦⼀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弰�
	32. 需作含醇量测定的制剂是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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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一个光学活性物质A｜晒ٛ偟ཎ㫿ᬀ䅵⢔꽐걓ᙬ≓屦生成化呜扲槿屦B无光学活性；A用Lindlar催化剂小心氢化｜晵ὢၓᙔ屢物｜昀䍎彎㩑䥛晭㭠❲榍⠰Ȁ䅗⡭뉬⡎ⵎດꁓ쵞鑵ὢၑ䥛晭㭠❏匰ʋꡭ䬀䄰Ā䈰Ā䌰Ā䑶葾퍧蓿屦并写出推测的过程。
	37．中性化呜扲槿屦与Na反应放出氢气｜晎๎屴溴化磷反应生成化呜扲槿屦F用高锰酸钾氧化生成｜昀䙎卸殑硎�睑煰ὢჿ屦I可使溴的四氯化碳溶液和碱性的高锰酸钾溶液褪色。I在低温下与硫酸作用再水解｜晓ὢက䙶葟ɧ葏匀䫿屦J与浓硫酸共热也生成I｜晏䘀䩎ﶈꮚ�ゑ碔빬❓屦I的臭氧化的产物为2,5—己二酮和乙二醛｜暋핑饑切䘰ᰀ䩶葧蒐 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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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乙醇和乙酸在浓硫酸催化下生成乙酸乙酯的反应是可逆的｜晓쵞钏읺�腎굜َꝲ楎妑硎妑澄뢙轑逸旿屦呜晥腣Ꝓ㙮ꁎ妑蝔豎妑硭屢物的速度｜暋㭑懲쵞针앿湖︰�
	23．以乙酰乙酸乙酯｜晎୧屴机物及必要的无机试剂呜扢�
	24．
	25．由不大于四个碳原子的杜瑧㩓齥饔屢成
	26．
	27．由苯及不超过2碳的杜瑧㩓齥饔屢成
	28．
	29．
	30．预测反应主要产物｜晞癣큑逸㩴ذ�
	31．试用反应机理解释反应
	32．解释下列实验事实即写出可能的反应机理。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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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由苯、甲苯、丙二酸二乙酯、乙酰乙酸乙酯以及以下杜瑧㩓齥餀⡓բ⥔豟얉腶葥㪋핒䉔屢成以下化呜扲�
	24．化呜扲椀䇿屦分子式为｜晎䠀䈀牏屵⡵Ŏ⩎鉎㩟ɧ葏卶萀䉔谀䏿屦分子式为｜昀䉧屴旋光｜暀屦C没杜瑥쭑䤰Ȁ䉎๏屵⡓졟青　䇿屦聜昀䍓텵ὔ屦样反应则生成A的外消旋体混呜扲椰Ȁ䅎๏屵⡵ὢက䓿屦分子式为｜昀䑾콬❓ᘀⲏ�齠❬㒉ὢကㇿ屦3—环戊二酮和甲醛。试推测A〜C的结构。
	25．写出甘露糖的Haworth式(吡喃型)及它的稳定构象式。
	26．由指定原料出发｜暐屴择不大于四个碳原子的杜瑧㪋핒䉔豥㪋핒䉔屢成
	27．
	28．由乙烯和丙烯为杜瑧㩓齥饔屢成
	29．设计实验证明氯苯与氢氧化钠水溶液在以两种历程反应。
	30．S－2－溴丙酸在碱性条件下水解得到100%保持构型的产物｜晑饑懲쵞鑟ཞ癐婑勇鑶蒉쨰�
	31．写出反应产物并解释机理。
	32．
	33．写出下列反应的机理
	34．
	35．从以下数据推测化呜扲椀䅶葾퍧萰ɛ麚豟ᬀ⡐㰀⧿ᨀ⸀㈀⠀㘀䠀⥓啜屦2.2(3H)单峰｜昀㈀⸀㘀⠀㈀䠀⥓啜屦4.0(IH)单峰；IR:在处杜瑔㡥㙞☰�
	36．某二糖分子式为｜晓䘀攀栀氀椀渀杮뙭뉬❓屦葡萄糖苷酶可将其水解为两分子吡喃葡萄糖。若将此二糖甲基化后再水解｜晒ᥟ青ほ䦑콶萀㈀Ⰰ㌀Ⰰ㐀Ⰰ㘀ⵖ�ⴀ伀㉗切ⴀ䐀ⵔ⅕莄憄Ѽ화谀㈀Ⰰ㌀Ⰰ㐀ⵎ屴-O-甲基-D-吡喃葡萄糖｜暋핑饑懲豼홶葾퍧葓쩑発㍛驶葧蒌慟༰�
	37．芳醛与醋酸酐及醋酸钠加热反应可得酸性化呜扲槿屦(Ⅱ)与丁二烯反应可得｜晓ᙔ屢物(Ⅲ)经脱氢芳构化可得羧酸｜晫摿ꞑ碏�k敾콬❓ᙟ靎豑䍺砰Ɏ豑䍿ꞑ砀⠀嘀⥎ꙓ㆐뭮뒂㊑硗⢔�襐걓ᙎ쵞鑒㙟霰ʋ핣ꡭ䭓ᙔ屢物(Ⅰ)、(Ⅱ)、(Ⅲ)、()、()的结构。
	38．杜琀䄰Ā䈰Ā䌰Ā䐀㑹쵓ᙔ屢物｜晛荎葒ٛ偟བྷ䝎㫿屦都能使溶液褪色。A能与的氨溶液作用得到沉淀｜昀䈰Ā䌰Ā䑒᥎ﴰɟ卵⡰蒑硠❮뙭뉬❓ᙥ屦A得到和;B得到乙酸和丙酸；C得到戊二酸；D得到丙二酸和。推出A、B、C、D的结构式。
	39．化呜扲椀䇿屦B｜昀䍔谀䑶葒ٛ偟བྷ䝎㫿屦A的红外吸收带近、B的吸收带近｜昀䍶葔㡥㙞⚏턀㘀㔀ヿ屦D在这些区域无任何吸收。试推测各自可能的结构。
	40．某化呜扲槿屦能与乙酰氯反应｜晏䙎ൎຂ뱓쵞铿屦用高碘酸氧化得B｜昀䊀ﶏ�鼀吀漀氀氀攀渀王핒䊀屦不能还原Fehling试剂。B用浓NaOH处理得C和D。C能与乙酰氯作用;D为一固体酸｜晑癒ٛ偟ཎ㨰Ȁ䄰Ā䈰Ā䍵⢚�ゑ碔빬❓ᚐﵟ青ぎN⩎貑砰ʋ핣ꡛﰀ䄰Ā䈰Ā䌰Ā䑶葓ﵾ퍧葞癑饑逸屴关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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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硝基是一个拉电子基团｜暏�⽣꡵㕛偗節Ὓ荗⡸嵗祈奰豸嵗廒⩓ᙔ屢物中的电子效应是否相呜替ᾋ者荎葟ɔ屦点并解释原因。
	20．溴辛烷的比旋光度为｜晥쭑䥞Ꙏ㩶萀㈀뒏魰復⁏卶葶繒٫푾쑢ၦ⽙ᩜᇿ�
	21．马尔科夫尼科夫(Markovnikov)规则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的区位遜瑢쑒᧿屦以异丁烯和氯化氢加成产物的遜瑢❎㩏诿屦说明不对称烯烃与酸加成的马氏规则。
	22．螺环化呜扲楦⽑睧屴一个共用碳原子的双环化呜扲椀⡙艎ୖﺇ먀嬀㐀⸀㔀嵶硰⤰ʋْ⭑饑切㋿൬⾇먀嬀㐀⸀㔀嵶硰㣿൬⾇먀嬀㐀⸀㔀嵶硰葛復 ɧ葏匰�
	23．
	24．以和为主要原料呜扢�
	25．
	26．捜璘顡ྉ腬䋿屦完成下列目标化呜扲楶葔屢成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某化呜扲椀䇿屦分子式为｜昀䤀劌ㅦ㹹㩗⢖䒏텧屴特征吸收峰｜暌ㅦ㹹㪗批푎㨀㤀㨀㉶葎⩓啜Ȁ䅵⡙Ѵٟ青ٛ偟ཎ㩶葓ᙔ屢物B｜昀䉎๛掠㊂晴灬⽓쵞鑟青ぎl襭샿屦沉淀能溶于NaOH水溶液。试推测A和B的结构。
	36．化呜扲椀䅶葒ٛ偟ཎ㫿屦1molA与过量的甲醛作用后的产物可中和1mol的NaOH溶液；1molA与反应放出1mol并生成分子式为的化呜扲椀䋿屦B水解后得到乳酸和甘氨酸｜晣ꡭ䬀䄰Ā䉶葾퍧萰�
	37．依据所给信息｜晣ꡛﱎᝓᙔ屢物的结构式。
	38．化呜扲椀䅶葒ٛ偟ཎ㫿屦与二当量溴化乙烯基镁反应｜晎ꝲ楎㩎m屢物B和C｜暋屢物不能用简单的蒸馏分开｜晵⡎妑砀ⵎ妑偔豐걓ᚑ콛掠㊂晴硗⡙Ѵٔ屦用简单蒸馏可得到沸点较低的未反应的C及高沸点馏分D和E的混呜扲槿屦后者无法用简单的蒸馏分开。此混呜扲椀⠀䐀⬀䔀⥎ຂ豓쵞铿屦可得到结晶化呜扲椀䘰ɫ쵭뉎ⵟ青で⩓쵞鑶萀䔀ⲑ콾Ꙏ㨀䑔谀䕭屢物的一半｜昀䕒ٛ偟ཎ㫿屦C分子式为｜替ᨀ㜀㈀㗿屦1645｜昀㤀㈀ヿ屦：1.10(3H,t),4.94(1H,d,J=llHz),5.10(1H,d｜昀䨀㴀㜀䠀稀⧿屦5.4〜6.2(1H...
	39．杜瑎N⩓ᙔ屢物｜晎㈀Ⰰ㐠ᑎ豸嵗廒뱓쵞铿屦但与不生成加成物｜昀䱐걓ᙬ≓ᙟ響ᬀ䵎卒ꁰ響ᬀ乎๓쵞鑔⡙Ѵۿ屦得到两个化呜扲椀佔谀僿屦化学式均为｜昀侀ﵓ텵ᾔ屓쵞铿屦聜昀偎ﴰʋ饑摒�魓ᙔ屢物的结构式。
	40．某芳烃A｜晒ٛ偟ཎ㫿屦在光照下与一定量的作用｜晵ὢၔ屦分异构体B和。B无旋光性｜晎ﵢ왟0Ȁ䍎彥쭑䥠⟿屦但能拆开成一对对映体。B和C都能够水解｜晬㒉ꝲ楾쾏작케䬀䴀渀　㑬❓屦均得到对苯二甲酸。试推测A、B、C的构造式｜晞癎᐀䘀椀猀挀栀攀牢镟煟ྈ桹㨀䍶葎[拏復⁏叿屦分别用R,S标记其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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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下列化呜扲楔鮀﵎㈀Ⰰ㐀ⵎ豸嵗廒뱓쵞铿ὔ鮀ﵓ텵ὸ顎ｓ쵞铿ὔ鮀ﵓ텵ᾔ屓쵞铿ὔ鮀ﵓ텵ᾁꭿ龑魿⥔屢反应？哪些能发生Cannizzaro反应？
	19．用Fisher投影式写出(R)—2—氯丁烷经一氯化得到的二氯丁烷｜晞百�勇鑶葼ﭾ�絔ര�
	20．解释下列现象：
	21．写出的共振杂化体｜晗⢏�魧䉓ᙏ华ⷿ屦哪个最稳定｜晔⩧Nൺ㍛髿ᾖၦٵ�
	22．比较下列两反应式离解常数的大小:
	23．由丙酮及丙C酸二乙酯呜扢�
	24．
	25．化呜扲椀䇿屦分子式为。其氢谱数据如下:
	26．
	27．乙醇为唯一杜瑧㩓齥饔屢成。
	28．由正溴丁烷制备1｜昀ㇿ屦2,2-四溴丁烷(无机试剂任遜琀⤰�
	29．
	30．
	31．解释下列反应机理
	32．
	33．给出下列两个反应的机理过程。
	34．
	35．排出下列各化呜扲楗⡎뉵㕓홎쵞鑎葭㭠❙❜ཫ⅞迿�
	36．某烃可与加成得到｜昀䉎≬❓ᚔ빶蒑蝮뙭뉏屵⡟青ぎ⩒ٛ偟བྷ䝎㩶葟ɧ葏匀䍔谀䐰ɵ⢑硠➚�ゑ碔빮뙭뉬❓ᘀ䅔谀䎐ﵟ青ヿ屦聜昀䑬❓ᙓ青ぎy쵧屴机物。D与马来酸酐反应得到｜昀䝬㒉靎N⩎豑䎑砀䠰ʋ핑饑切䇿帀䡶葧蒐 ༰�
	37．某化呜扲椀䑒ٛ偟ཎ㫿屦D能与苯肼反应｜晏䙎ൎຑ灓摏屵⣿ᬀ䑎往﵏置뙭늉⪂狿᭵⡭匀一愀伀䡮뙭뉙Ѵ䐀ⱱ㙔ٓ쵞鑭屢物酸化｜晟青ぎ⑹쵎ꝲ椀䕔谀䘰Ȁ䕔⭧屴氧｜暀﵎ຑ灓摏屵⣿ᬀ䙦⽎y춑磿屦在加热到时｜暀ﵥ㹑屦转变成。G能使褪色｜晏䙎ൎ一慓쪂뱓쵞鐰ɟ匀䑎䬀䌀乎�睒ꁰ屦生成产物。H能还原Fehling试剂｜晎往ﵢႁ屦与作用即转变成D和F。试写出O、E、F、G、H的结构式及杜瑑獓쵞鐰Ȁ⡣큹㨀㩔⭧屴结构的化呜扲楗䝓ႁ�
	38．杜瑎m屢物含杜瑸嵗廒Ƃ娰Ƃ㊑硔貂屦请设计一个方案将这些化呜扲楒ٹ뭞癒ْ⭒ꁎ꽓ᘰ�
	39．化呜扲榀ﵮ뙎踀一愀伀䡬㑮뙭늀屦不溶于水溶液；能与溴水反应生成分子式为的二溴代化呜扲椰ɓᙔ屢物X的红外光谱(IR)图中显示在处杜瑎[뵜屦在处杜瑎_㩔㡥㙜屦其数据如下：(9H｜晓啜⧿屦(1H｜晓啜⧿屦(4H｜晙᪑최⤰ʋꡥ굓ᙔ屢物X的结构并解析各个信号的归属。
	40．；｜替ᨀ⸀㌀⠀搀㘀䠀⤀Ⰰ㈀⸀㜀⠀洀䠀⧿ᬀ㈀㈀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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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炔烃｜晫푰썦ᎏ�䱎뉨㡒ꁢჿ屦为什么？
	21．指出下列共振结构中,哪个式子是错误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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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由甲苯呜扢႕㊂侮�
	24．以氯丙烷为原料呜扢ူ�
	25．
	26．
	27．
	28．
	29．解释下列实验事实即写出可能的反应机理。
	30．写出下列反应的反应机理。
	31．请解释下列转化过程
	32．甲氨基苯丙酮在95%乙醇中铂催化加氢。完成反应并写出机理。
	33．
	34．试用反应机理解释反应
	35．化呜扲椀䄰Ā䈰Ā䍒ٛ偟བྷ䝎㨰Ȁ䅮뙎踀一愀伀䡬㑮뙭닿屦但不溶于水溶液｜昀䅎๏屵⡓쭓獵ὢၓᙔ屢物｜晶綂牖祐匀⧿ᬀ䅎뙭뉏屵⡧屴显色反应。B不溶于NaOH溶液｜晏䙓䠀䌀氀⼀⠀䰀甀挀愀王핒䈀⦏얐屵⡵ὢၓᙔ屢物；化呜扲椀䍎൮뙎踀一愀伀䡮뙭닿屦聜晎ᑛ兩녓䅒ٺ㍛髿ຑ템应ꁏ屵⡎㹑侮ɑ饑切䄰Ā䈰Ā䌰Ā䐰Ā䕶葾퍧萰ɝ䄰Ā䈰Ā䍶葨㡸셑煣⾌ㅎⵗ⡝ﵧ屴较强的信号峰出现。
	36．中性化呜扲椀䇿屦分子式为｜晒ꁰ䆁屦异构化为B。B与溶液发生显色反应｜暀屦A则不能。A经臭氧化—还原性水解可以得到甲醛｜昀䉾코屦一反应却可得到乙醛。试推测A和B的结构式。
	37．一个化呜扲椀䅶葓ᙛ晟ཎ㫿屦紫外光谱在200nm以上无吸收｜昀䤀割祟腜㫿ⷿ屦(单峰｜昀㌀䠀⧿屦3.0(单峰｜昀㘀䠀⤀Ⰰ㌀⸀㘀㔀⡓챜屦2H)｜昀㐀⸀㜀⡎屴重峰｜昀䠀⤰ɑ皍⢌洀⼀穥灐㱒ْ⭎㨀㌀㋿屦117｜昀　㋿屦75｜昀㐀㌰ʋ핣ꡥ굑百퍧葟༰�
	38．分子式为的化呜扲椀䇿屦构型为(R)｜晗⢏읬❓ᙲ楛塗⡎䅔豮둓ᙬ≓쵞鑵ὢက䉔谀䏿屦分子式都为｜昀䉑睧屴光学活性｜昀䍬ꅧ屴光学活性｜晵⠀洀漀汓푎Ƒ螔빙Ѵ䋿屦则又生成A｜晵⠀洀漀汓푎Ƒ螔빙Ѵ䏿屦得到A和它的对映体。A用叔丁醇钾处理得D｜晒ٛ偟ཎ㫿屦D经臭氧氧化并还原水解可得2mol甲醛和1mol1,3-环戊二酮。试写出A、B、C、D的构型式及各步反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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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__________
	43．
	44．__________
	45．
	46．_________

	2024年杜瑧㩓ᙛ晎鑙坑뉒㩪Ⅲ�顓쪋왻周䢉郿屢五｜�
	1． 单环烷烃
	2． 构象转换体
	3． 助色基
	4． 活泼酯法
	5． 缩呜打쵞�
	6． 佑尔业夫法
	7． 超共轭效应
	8． 乙烷构象的表示方法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硝基是一个吸电子基团｜晛荗⡸嵗祈奰豸嵗廒⩓ᙔ屢物中的电子效应是否相呜替ᾋ者荎葟ɔ屦点｜晞皉쩓齖�
	18．比较下列各反应的反应速率大小
	19．捜瑺㍛驠❑콜ྲྀ蒘穞轣鉒ᜀⵎŰ屦顺-2-丁烯｜晓촀ⴀ㈀ⵎŰ屦并简要说明理由。
	20．遜瑑切䄰Ā䈰Ā䌰Ā䒕葔屦分异构体｜晞皋ٵ�
	21．画出下列二元取代环己烷最稳定构象｜晞癣ݑ逸屴无旋光性。
	22．回答下列问题：
	23．环戊烷的五个碳原子都在呜晎^玗扎૿屦其接近正常键角。聜晛麖䕎એ荺㍛驶葳꽢ੰ蒌慎ⷿ屦却是一个碳原子在其他四个碳原子所在平面的上方(信封式)或乜瑎⩸덓齛偗⡔屦一平面、另外两碳原子分别在此平面的上方和下方(半椅式)。为什么？
	24．用EM及不超过3碳的杜瑧㩓齥饔屢成
	25．
	26．由苯或甲苯呜扢၎ᝎ⩓ᙔ屢物
	27．由乙烯和环己烷呜扢ူ�
	28．
	29．
	30．
	31．
	32．请写出下面呜扢၎ⵔѫ敓쵞鑶葓쵞鑧㩴�
	33．
	34．
	35．用纽曼(Newmaim)投影式画出下列化呜扲楧z㍛驶葧蒌懿屦并捜瑱最䌀ⴀ䎕쮏汥�腑䭧൶蒀ﵗ鉙❜ཫ⅞轣鉞輰�
	36．中性化呜扲槿屦对碱稳定｜晗⢑硠❮뙭뉎ⴀ䅬㒉㩔谰Ȁ䉎ຂ뱓쵞鑵ὢၶ针䵵ὲ槿屦聜晎๓쨀吀漀氀氀攀渀王핒䉏屵⢐ﵦ㺍ὓ쵞鐰Ȁ䍾콬❓ᙓὢჿ屦D与水溶液生成不溶于水的。试推测A〜E的结构式。
	37．写出下列化呜扲楶葾퍧葟༰�
	38．确定结构
	39．化呜扲槿屦红外光谱在处杜瑟㩔㡥㙜Ȁ䅎一愀伀䡮뙭뉏屵⡟鞞쒂牬襭샿屦与Tollens试剂作用无银镜反应。但若A用稀处理后｜晢䁵ὢၶ葓ᙔ屢物与Tollens试剂作用杜璔屎ꝵἰȀ䅶萀一䴀剥灣湙艎�
	40．写出下列反应的主要产物｜晞皘葭䭓쵞鑼筗謰�
	41．__________
	42．
	43．__________
	44．__________
	45．__________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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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子谱线的压力变宽
	2． 异裂
	3． significant figure
	4． 扩散电流与极限扩散电流
	5． Raman位移
	6． dead time
	7． 红外非活性振动
	8． Material balance
	9． 当下列参数改变时:(1)柱长缩短｜昀⠀㈀⥖者驶㥓�屦(3)流动相流速增加｜昀⠀㐀⥶푑콜ᇿ屦是否会引起分配系数的改变？为什么？
	10．根据化学结构｜晛漏ஃ潲楓屴择哪些已学过的化学分析方法进行含量测定？并说明所用的标准溶液和指示剂。
	11．何谓离子对色谱？说明影响该色谱方法中溶质保留因素｜暐ɵ⡒ٹ뭔魼筗譓ᙔ屢物？
	12．什么是色谱分离？色谱过程中试样各组分的差速迁移和呜晾쑒ْٛ偹뭥捒ْ⭓홑덎蹏啹쵖�
	13．化学修饰电极可以用于一氧化氮的测定｜暐ᩞ㡦⽏罵⡓챜䊁鱏烿屦即在玻碳电极表面先修饰一层镍、铁或钴卟啉化呜扲槿屦再在其外层修饰上一层Nafion阳离子交换剂｜晎銖摞牢瀰ʋ행쨀一愀昀椀漀満ﵣ銖摔筲榍⡶葞牢烿ὑ癓齴٦⽎쁎䣿�
	14．决定电化学电池的阴、阳极和正、负极的根据各是什么？
	15．简述膜分离技术的类型和定义。
	16．说明用下述方法进行测定时｜晦⽔♟ᕑ斋㩎쁎䣿ᾂᕑ斋屦是负误差还是正误差？
	17．一气相色谱系统｜晟厏絬ᑶ葾뾐Ꙓْ⭎㨀　⸀㔀㔀挀洀⼀猰Ā氀⸀㘀㔀挀洀⼀猰Ā㌀⸀　挀洀⼀獥屦色谱柱的理论塔板数分别为55.3、96.9、89.8。试计算色谱柱的最大理论塔板数和对应的最佳载气线速度。
	18．芳香酮在滴汞电极上还原为醇聜晎ꝵὧ膌ㅬ屦一未知苯基酮(相对分子质量为120.16)溶液产生极限电流。将苯基酮标准溶液加5.00mL未知溶液中｜暋끟啧膌ㅖ屦极限电流为｜暋ꅻ靧⩷뙭뉎ⶂ晴湶葭卞�
	19．要求在滴定时消耗溶液25～30mL。问应称取基准试剂邻苯二甲酸氢钾多少克？如果改用作基准物质｜晓졞鑹홙ᩜᅑ䯿�
	20．已知电池
	21．以空白试剂调节光度计透光率为100%,测得某试液的吸光度为1.301,假定光度计透光率的读数误差｜晑䥞ꙭ䮑콶葶曆㩙ᩜᇿᾂ吀㴀　╶葨ݑ왮뙭뉏屓쉫푮뙭닿屦该试液的透光率为多少？此时测量的相对误差又是多少？
	22．测得下列电池电动势为：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膜电极
	2． 振动弛豫
	3． conditional potential
	4． 色谱分析中的死体积
	5． 原子谱线的多普勒变宽
	6． 示差吸光光度法
	7． 气相色谱的保留时间
	8． 荧光量子产率
	9． 液相色谱法杜瑑쵼筗诿ύ肏ҁ葒ٹ뭧㩴ٓ쩧�ɛ鱒ٹ뭶葲榍⠰�
	10．试排列下列官能团的红外伸缩振动吸收峰位置顺序｜晞百�袉쨰�
	11．简述TCD、FID、ECD、FPD、NPD检测器的基本原理及各自的特点。
	12．若在沉淀第二组阳离子调节酸度时：(1)以；(2)；(3)HAc代替HC1。将会发生什么问题？
	13．为了提高分光亮度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晞钋칔魥릗抐屴择或控制亮度测量的条件？
	14．从DSC曲线中｜晙艏啬䉱鑰뤀ⱳ뭴荓ᚏ汓�⥞Ꙕ豱钇走�
	15．光谱仪一般由几部分组成？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16．什么叫标准加入法？你学过的仪器分析方法中哪一种方法常常要使用标准加入法？为什么？
	17．已知电极反应的的稳定常数为5×。求电极反应的标准电极电位。
	18．用氟离子遜瑢❵㕧腎䄀最⼀䄀最䌀䥵㕧腾쑢ၭ䮑콵㕬�
	19．(1)根据分离度及杜瑥䡴ڋ멘呧罥灻䥗逸ⱑ江ༀ⡐䞋븀⧿屦试推导下式：
	20．在硝酸介质中｜晵㖉遑贈屦如以电解至尚留下0.01%视为已电解完全｜晫摥屵㕧腵㕏䵶葓�ᙐ㱎㩙ᩙ⟿�
	21．在盐酸介质中｜昀倀戀⠡愀⥔谀䤀渀⠡戀⦏�齎㪑템幎ꝵὧ膌ㅬɛ荎葢楥捼ﭥ灶屦｜晓䩬㕏䵒ْ⭎㨀ⴀ　⸀㐀㘀噔谀ⴀ　⸀㘀㘀嘰ɟ卶萀倀戀⠡愀⥎⩷卞ꙶ萀䤀渀⠡戀⥑煛塥屦测得它们极谱波高分别为30mm和45mm。计算In(Ⅲ)的浓度。
	22．下列电池的电动势为0.482V｜晬䉶萰�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解释各种曲线的含义：
	2． Magnetic anisotropy
	3． 气相色谱的担体
	4． 受激虚态
	5． 指示电极
	6． 标准对照法(紫外一可见分光亮度法中)
	7． 指示剂的封闭
	8． 体系间跨越
	9． 原子吸收光谱法存在哪些主要的干扰？如何减少或消除这些干扰？
	10．用法鉴定时｜晙艧鱓텵ផᦋ屦其原因可能是什么？
	11．怎样分别滴定混呜扭뉎葓쫿�
	12．控制适当的酸度在络呜扮驎ⵧ屴何意义？应如何全面考虑遜瑢驥萀瀀䠀�
	13．计算机的系统总线起什么作用？
	14．请用乜瑹쵓ᙛ晒٧遥륬항䭛騀䴀最佶葔⮑케⢉腬䋿᩵⡻聓啭䅾뽖ﺈ桹㩤쵏岏읺屦包括溶剂、标准溶液、指示剂等｜晞癑饑懲ꅻ靑獼ﭟༀ⤰�
	15．什么是内标?为什么要采用内标分析？
	16．根据物料平衡和电荷平衡写出(1);(2)溶液的PBE,浓度为c(mol/L)。
	17．称取配制于250mL容量瓶中｜晔㡓혀㈀㔀⸀　　爀愀䰀Ⱶ⠀一愀伀䡨ݑ왮뙭뉮驭袀ᜀ㈀㐀⸀　　洀䰀㮂혀㈀㔀⸀　　洀䱎躑硠❮뙭뉎⡨ݑ왮뙭뉮驭袀ᜀ㌀　⸀伀伀洀䰀ⱬ䉫搀一愀伀䡓쩮뙭뉶葭卞ʂ⡎蹭䭛驷ｨ㝎ⵥ屦称样0.6000g消耗溶液21.00mL,计算。[已知.为159.64;为254.19]
	18．称取苯巴比妥袖(｜晤楜ᑶﺑ콎㨀⦋함㜀　⸀㈀　㐀最Ɱ뙎蹺x녮뙭뉎ⵞ癒ꁰ罎䭮뚉ⱑ띓瑔屦加醋酸酸化并移入250mL容量瓶中｜晒ꁑ敨ݑ왮뙭눀㈀㔀⸀伀伀洀䰀ⱺ�쪁㭞屦放里待下述反应发生：
	19．称取含Bi、Pb、Cd的呜抑톋함㜀㈀⸀㐀㈀　最Ⱶ⡮뚉癛驛릁㈀㔀　洀氰ɹﭓ혀㔀　⸀　　洀氀ⲋ항뉎踀㈀㔀　洀氀ⲕ╟扴ⷿ屦调节pH=1,以二甲酚橙为指示剂｜晵⡮髿屦消耗25.67ml;然后用六亚甲基四胺缓冲溶液将pH调至5,再以上述EDTA滴定｜晭袀ᜀ䔀䐀吀䄀㈀㐀⸀㜀㘀洀氀㭒ꁑ斐뭎豬⺃屦置换出EDTA络呜扲楎蓿屦用标准溶液滴定游离EDTA,消耗6.76ml。计算此呜抑톋함㝎ⴀ䈀椀Ⰰ倀戀Ⰰ䌀摶蒍⢑콒٥瀰�
	20．某试样经分析测得含锰质量分数(％)为：41.24、41.27、41.23、41.26。求分析结果的平均偏差、标准偏差和变异系数。
	21．已知亚异丙基丙酮在各种溶剂中实现跃迁的紫外光谱特征如下：
	22．计算在氨和氯化铵浓度分别为和0.的溶液中｜晶葮뚉Ȁ⣿屦相对分子量=248;;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解释乳剂特征曲线
	2． 发射光谱定量分析中的均称线对
	3． 原子发射光谱定性分析
	4． 单重态
	5． 原子光谱的灵敏线
	6． Doppler变宽
	7． 某物质分解电位
	8． Raman效应
	9． 简述影响比尔定律的主要因素。
	10．为什么库仑分析中要求电流效率在100%下进行电解？
	11．什么是金属指示剂的封闭现象和僵化现象？应如何解决？
	12．简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13．邻苯二甲酸氢钾作为基准物质｜晥ݛ騀一愀伀䡨ݑ왮뙭뉶葭卞屦又可标定高氯酸标准溶液的浓度｜晎㩎쁎䣿ὑ饑穀Ѩݛ驓쵞鑔豭卞ꚋꅻ靑獼ﭟ屦并说明各标定反应使用什么指示剂及终点颜色变化？
	14．简述朗伯-比尔定律和摩尔吸光系数的物理意义。
	15．请叙述偶然误差与系统误差的区别｜晎쩑콜ᅛ麚貋ţ킚�외湞ꙶ葥륬픰�
	16．液固色谱杜瑔魎㮉膂犌ㅧ步駿ᾋ햋๑癏�奧㩴ٔ豟煔쵒ٹ뮐屴择性和保留的因素。
	17．取的标准溶液在极谱仪上测量。假设电解过程扩散电流(的大小不变。已知滴汞电极毛细管常数｜普뙭뉶葢楥捥瀀䐀㴀⸀㘀　휰ʂ㖉桔屦试计算被测离子浓度变化的百分数。从计算结果来说明极谱法特点｜晞癎鍎텬핶풏茰�
	18．称取配制于250mL容量瓶中｜晹ﭓ혀㈀㔀⸀　　洀䳿屦用NaOH标准溶液滴定消耗24.00mL;若另取25.00mL于酸性溶液中用标准溶液滴定消耗30.00mL｜晬䉫搀一愀伀䡓쩮뙭뉶葭卞ʂ⡎蹭䭛驷ｨ㝎ⵥ屦称样0.6000g消耗溶液21.00mL,计算。[已知254.19]
	19．计算溶液与0.O35mol/LNaOH溶液等体积混呜拿屦计算混呜扭뉶萀瀀䠰�
	20．为了测定长石中K,Na的含量｜晹횋함㜀　⸀㔀　㌀㐀朰ʙ陑䡏网癎萀䬀Ⰰ一慛骑쾏汓ᙎ㨀䬀䌀ㅔ谀一愀䌀　⸀㈀　㠀最ⱱ㙔๑赮뙎蹬㓿屦再用溶液处理｜晟青　䄀最䌀汬襭쀀　⸀㈀㔀㌀朰ʋꅻ鞕罷ⵔ豶蒍⢑콒٥瀰�
	21．称取｜晎킑确뙭뉮뚉屦加热充分振摇后｜晵⢏작콶葜٬襭쁛豑棿屦冷却后过滤洗涤｜晜٢䁟靬襭쁎킑确뙭뉮뚉屦加入过量的KI｜晵⠀　⸀　　　洀漀氀⼀䱶葮뙭뉮髿屦终点时用去12.00mL｜晬䊋함㝎葶繒ٔ⮑케⢍⢑콒٥瀀⤰�
	22．称取铁矿石试样0.5000g,使全部铁还原成亚铁离子｜晵⡨ݑ왮뙭뉮骁ᙛ暋ꆑ콰륥屦用去标准溶液33.45mL。求试样中Fe和的质量分数各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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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荧光熄灭
	2． Molecularion
	3． Stokes线
	4． protonic solvent
	5． 硅胶板
	6． 条件电极电位
	7． 置信区间
	8． 荧光猝灭
	9． 在HPLC中｜晣킚�䡶葥륬핧屴哪几种｜晞癨㥣源έ蝴ڋ몋ะ�
	10．系统误差的产生原因、特点及消除方法。
	11．何谓溶剂效应？为什么溶剂的极性增强时｜暍쎏셶葔㡥㙜텵ꉹﯿ屦聜暍쎏셶葔㡥㙜텵ᾄ�ﯿ�
	12．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杜瑔鯿ὔҐ葏屵⡦⽎쁎䣿�
	13．Na原子的电子结构为｜晙艏啵⡑䦌㆘禈桹㨀一慓齛偶著褐Ŕ豻ⱎu㕛偯쁓텠ǿ�
	14．某化呜扲楶萀一䴀剬ㅑ蕧屴乜瑎⩓啜ⱒْ⭗⠰Ŕ豙аɛ荶葾쾚豟ས屦推导该化呜扲楶葾퍧葟༰�
	15．试说明X射线特征射线的线系及其产生过程。
	16．简述为什么原子光谱为线状光谱｜晒ٛ偑䦌ㅎ㩞♑䦌ə艧鲋齛偑䦌ㆌㅾ뽶葟㩞Ꙓ͎ٞ彦⽜뙶萀ⱛ凜㩎쁎䣿�
	17．欲使中的全部转化为形式｜暗Rꁑ教ᩜᅫ䜀㔀╶葮뙭닿ᾂ빮뙭뉏卹㨀㔀　　洀䰀ⱞ癏置뙭뉎董彙ㅜཎ踀　⸀㈀洀最ⱒᦗTᅮ뙭뉎ⵒꁑ教ᩜᅫ䝮뙭닿�
	18．测某药品中无机盐的总量｜晟需にⅭ䭛驥灣渀⣿Ԁ⤀㨀㐀　⸀Ⰰ㐀　⸀㈀Ⰰ㐀　⸀ヿ屦40.14,40.16,40.18,40.15,40.20,40.18和40.17。
	19．根据下列电池：
	20．试计算下列化呜扲楶萀嬀䴀⬀㈀崀⼀䵓쨀嬀䴀⬀㐀崀⼀䵜葫푏诿�
	21．用气相色谱法氢火焰检测器检测某焦化厂用生化处理废水中酚的浓度｜晝婨ݑ왭卞屦进样量｜晭䭟鞂婜�㔀洀淿屦峰半高宽4mm,3倍噪声信号为0.05mV,记录仪灵敏度为｜暋끟啎뢐㨰ʋ핻鞂ⱒٶ葰略佞ꘀ⠀匀⤰Ũ쁑殺倀⠀䐀⥔豧\ཨ쁭䮑케⠀洀洀椀渀⤰�
	22．今杜瑔⬀倀戀佔豶葭屢物｜晵⡬항䭛驑癔⮑켰ɹ횋함㜀　⸀㜀㌀㐀　柿屦加入草酸溶液｜晜ڏ�齢ჿ屦然后用氨水中和溶液｜晏网梐扢ၬ襭쀰ʏ읮ٮ늑硓屦用标准溶液滴定｜晵⡓뭮뙭눀　⸀㈀　洀䰰ɬ襭쁮뚉躑硎ⷿ屦再用呜晎m卞ꙶ葮뙭뉮髿屦用去30.25mL｜暋ꅻ鞋함㝎ⴀ倀戀佔豶蒍⢑콒٥瀰Ȁ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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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色谱峰的相对保留值
	2． 原子谱线的压力变宽
	3． capacity factor
	4． Molecularion
	5． 均化效应
	6． significant figure
	7． 条件电极电位
	8． 最佳载气线速度
	9． 简述标准曲线法和标准加入法的特点与使用注意事项。
	10．为什么ICP中的离子化干扰没杜瑰歱こ템ё䦌ㅎⵎ░췿�
	11．解释在非水介质中进行的酸碱滴定与在水溶液中进行的酸碱滴定相比较｜晎㮉膉덎虎쁎䢕飿癣ݑ逸屴机碱的盐酸盐药物一般可用什么滴定法进行定量｜晑饑驒䈰Ů뙒䈰ţݹ㩒䉎쩢䂗Rꁶ葑癎홲祫誋핒䈰�
	12．下面乜瑟⁾ꉙᚌㅖ﹒ْ⭎㩵㊂Ƃ婔豎豟ɬゑ碑濿屦试区别之｜晻肏ٵ�
	13．在药物分析中｜昀䠀倀䰀䍧^㡵⡶蒂犌ㅼ筗譎㩓쵶犌ㅬ픀ⲋᝑ禎쵶犌ㅬ핎ⵞ㡵⡶葖者驶豭䅒꡶쩓쵶犌ㅬ핛省䅒꡶著逸ⲉ腬䈰�
	14．在系统分析中｜晒ّ嗢ⱎ屴组阳离子后为什么要立即处理第四组阳离子的试液？怎样处理？
	15．如何用万用表判断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好坏？
	16．试与气相和高效液相色谱比较说明SFC的特点局限性。
	17．移取和混呜扮뙭눀㔀　⸀　　洀䳿屦在弱碱性时加入KI｜暑쩥㹶葎　⸀　　洀漀氀⼀䱨ݑ왮뙭뉮骁조륥屦消耗21.00mL｜晓홭屢液10.00mL｜暌芁㪑硠⟿屦加入KI｜暑쩥㹑勇蓿屦用相呜晭卞Ꙩݑ왮뙭뉮骁조륥屦用去46.00mL｜晒ᦋ뙭뉎葔豲榍⡶蒑콭卞Ꙓْ⭎㩙ᩜᇿ�
	18．称取含和试样0.2015g,溶解后｜晗⠀瀀䠀㴀㈀⸀づ練𤋮㑧梑硎㩣ݹ㩒䋿屦加热至左右｜晎萀䔀䐀吀䅮骁ꊂ牭衙ㇿ屦消耗EDTA15.20mL。然后加入上述EDTA标准溶液25.00mL,加热煮沸｜暌舀瀀䠀㴀㐀⸀㔀ⱎ倀䄀乎㩣ݹ㩒䋿屦趁热用标准溶液返滴定｜晵⡓묀㠀⸀㘀洀䰰ʋꅻ鞋함㝎ⵔ豶蒍⢑콒٥瀰�
	19．用分光光度法测定铜的｜晹홎[骑콶蒋함㝛豑桮뚉๑외湺�쪁　　洀䳿屦取此溶液5.0mL显色并稀释至25.0mL,以1.0cm比色皿测定其吸光度。若欲使测定时的吸光度与试样中铜的百分含量一致｜晞鑹횋함㝙ᩜᅑ䯿ἀ⠀䌀當葶肋齛傍⢑콎㨀㘀㌀⸀㔀㔀�
	20．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某元素的配呜扲槿屦用1cm比色皿在530nm波长下测得系列标准溶液的数据如下表｜暂⡔屦样条件下测得未知物的吸光度为0.250,求未知样的浓度。
	21．测定某试样的含氮量｜晑浫⅞玈䱭䭛驶葾퍧鱎㨀㈀　⸀㐀㠀─Ⰰ㈀　⸀㔀㔀─Ⰰ㈀　⸀㔀㠀─Ⰰ㈀　⸀㘀　─Ⰰ㈀　⸀㔀㌀◿屦20.50%。
	22．pH=5.00时｜晵⡮뙭뉮驔屦浓度的｜晎堀低㩣ݹ㩒䉥屦问：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标准电极电位与条件电位
	2． 分光光度分析中的杂散光
	3． 示差吸光光度法
	4． 发射光谱定量分析中的均称线对
	5． 荧光量子产率
	6． dead time
	7． 置信区间
	8． 陈化
	9． t分布与正态分布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10．(1)请说明以下两个化呜扲楶萀䤀剑䦌ㅧ屴何不呜替ᬀ⠀㈀⦌ㅔѧ屴几组峰(并说出各组几重峰)？写出各结构的偶呜扼ﭾ��
	11．写出外标法(外标一点法)和内标法(内标对比法)的计算公式｜晞皋⠀䠀倀䰀䍢ᘀ䜀䍭䭛骃潲楒㙒䉎ⵧ큎魾쑒ٔ⮑콥屦分别用外标法还是内标法更呜抐˿ᾋٵ�
	12．计算机的接口电路为什么很重要？
	13．硅藻土载体在使用前为什么要经过化学处理？常杜瑔魓ᙛ晙Ѵ٥륬헿ύ肏�魙Ѵ٥륬핶葏屵⣿�
	14．C—C和的伸缩振动哪一个频率高？ 丁烯和丁二稀中双键的伸缩振动哪一个頻率高？为什么？
	15．单色器由几部分组成｜晛荎葏屵⡒ْ⭦⽎쁎䣿�
	16．怎样利用热分析技术｜晓㩒ٳ뭴荓ᚏ汓�ž퍦癔豱钇赎屴种不呜晶葰譎�
	17．称取铜矿试样0.6000g,用酸溶解后｜晣Ꝓ㙮뙭뉶萀瀀䡎㨀㌀縀㐀Ⱶ⡮뙭뉮骁조뤰ɮ뙭뉶华踰ʋꅻ靮뙭뉶葑외湭卞ꙓ쪋함㝎蒍⢑콒٥瀰�
	18．在介质中电解｜晗⢖㑧腟青　　⸀㔀　　杶蒔�㖉뉶葏卹㨀㈀　　洀䳿屦则电解液中酸的浓度为多少？
	19．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试样中Fe的含量｜晔㡓홨ݑ왮뙭눀㠀⸀　　洀䰀ⱞ癦㺂牛驛릁　　洀䰀Ⱶ⠀㈀　洀浫풂牶뽗⠀㔀　㠀渀济୭䭟靔㡑䥞Ꙏ㨀　⸀㌀㠀〰ɬ䋿�
	20．下列乜瑹쵿ፑ뉮뙭뉶萀瀀䡔ю㩙ᩜᇿὙ艒ْ⭒ꁑ敮뙭눀Ɱ뙭뉶萀瀀䡔ѓ�㩙ᩜᇿ�
	21．将一钠离子遜瑢㕧腔豎�煔豵ᡬ幵㕧腾쑢ၵ㕬惿屦测量活度为的NaCl溶液时｜晟青ふ㕒ꡒ뼀㘀㜀⸀　洀嘀㭟卭䮑콶屦活度的溶液时｜晟青ふ㕒ꡒ뽎㨀㌀⸀　洀嘰�
	22．用汞阴极恒电流电解pH为1的溶液｜晗⡬幵㕧腎૿屦试计算在氢析出前,试液中残留的浓度。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荧光猝灭
	2． 重原子效应。
	3． dead-stop titration
	4． Deviation
	5． 浓差极化现象
	6． 气相色谱速率方程
	7． Raman效应
	8． 某物质分解电位
	9． 单光束、双光束、双波长分光光度计在光路设计上杜瑎쁎䡎ൔ屦？这几种类型的仪器分析由哪几大部分组成？
	10．用作液相色谱流动相的溶剂杜瑔魗逸ⲉ腬䋿ᾋ쑎㡵⡮뙒䊂犌ㅠ➀ﵧ屴哪些主要特性参数？
	11．用法鉴定时｜晙艧鱓텵ផᦋ屦其原因可能是什么？
	12．某化呜扲楶萀䘀吀ⴀ䤀劌ㅙ艎屦已知该化呜扲楎㫿屦请对各吸收峰进行归属。
	13．新购的pH玻璃电极在使用时应如何处理？解释其理由。
	14．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原子化方法杜瑔篿Ὣ풏荑癎㮉腏㩰뤰�
	15．某溶液可能是中两种物质的混呜扭눀⠀一愀伀䡎屢除外)。量取两份该碱液｜晵⠀䠀䌀ㅨݑ왮뙭뉮騰ɎN﵎媑幎㩣ݹ㩒䋿屦耗用｜晓Nﵵ⡵㉗頻奎㩣ݹ㩒䋿屦耗｜暂屦问该碱液的组成是什么？若取一份该碱液先以酚酞为指示剂｜暀ᜀ䠀䌀ㅎ㫿屦继聜晎㉗頻奎㩣ݹ㩒䋿屦耗｜暕葑獼ﭙ艏嗿ᾋ쩎䬰�
	16．试比较毛细管电色谱与毛细管电泳各杜瑏問ᡰ맿�
	17．称取铁矿试样0.5000g,溶解后将全部铁还原为亚铁｜晵⡨ݑ왮뙭뉮骁ᙛ暋ꆑ콰륥屦消耗33.45mL,求试样中的铁以和表示时｜暍⢑콒٥灔ю㩙ᩜᇿ�
	18．测定某药品中无机盐的总量得出了10次测定数据(％)40.11,40.12,40.10｜昀㐀　⸀㓿屦40.16,40.18,40.15,40.20,40.18,40.17。试问若应用Grubbs法对上述数据应作出如何判断？并报告分析结果。
	19．以NaOH液(0.1000mol/L)滴定HAc液(0.1000mol/L)｜晾조륥瀀䡫푓ᙛ暋ꆑ콰륥瀀䢚�　⸀㔀瀀䡓問䷿屦
	20．已知含A和B的溶液｜晗⢏荙❶葭卞ꚃ͖蕧ൎ칫표ᑛ驟诿屦不呜晬罶葤楜ᑔ㡑䥼ﭥ灙艎�
	21．在pH=6.0的溶液中｜晔⭧屴和0.091),游离酒石酸根(Tart)浓度为｜晒ꁑ敻䥏卹葥䔀䐀吀䄀ⲋꅻ靔豐㰰ɝ葶蒑剷硗⠀瀀䠀㴀㘀⸀づ蒑硥䡞鑓ﵵ敎උꄰ�
	22．某催眠药物浓度为｜晗⠀㈀㜀　洀湎屦用1cm的吸收池测得吸亮度为0.400,在345nm下测得吸亮度为0.0100。已证明此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浓度为时｜晵⠀挀浶葔㡥㙬恗⠀㈀㜀　渀浙ѥ㡥㛿屦聜晗⠀㌀㐀㔀渀济㡎깞Ꙏ㨀　⸀㐀㘀〰ɳ끓홵⢃潎멶葜㽨㜀　⸀　洀䳿屦稀释至100mL｜晔屦样条件下在270nm处测得吸亮度为0.325｜晗⠀㌀㐀㔀渀浙ѭ䭟靔㡎깞Ꙏ㨀　⸀㜀㈀　ⲋ햋ꅻ靜㽨㝎ⵎ≎ꝲ楶葭卞ꘀ⢋빺究絜㽗⠀㈀㜀　渀浔谀㌀㐀㔀渀济㡥㘀⤰�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条件稳定常数
	2． 指示剂的封闭
	3． Magnetic anisotropy
	4． 原子光谱的灵敏线
	5． 解释各种曲线的含义：
	6． 单重态
	7． proton balance equation
	8． 总离子强度调节液
	9． 试从原理、进样和分离操作、仪器设备等比较微流控分析系统中的芯片毛细管电泳与常规毛细管电泳的异呜替�
	10．用吸光光度法测足某组分含量｜暋뺋ꅎN⩛麚賿屦以遜瑢㺂牥ɛ鱶萀瀀䡐㰰�
	11．无机化呜扲楒ٛ偶葵㕛傍쎏셧屴哪几种类型？为什么电荷转移跃迁常用于定量分析聜暑䵏䵗㪍쎏셗⡛骑콒٧過ꅧ屴多大用处？
	12．简述氢化物发生法的工作原理、特点及注意事项。
	13．试说明电喷雾电离机理与特点｜晎๏⁾�䔀䤰Ā䌀䥮遫풏荧屴何异呜晎䭙ӿ�
	14．简述火焰原子化法和石墨炉化法的工作原理、特点及其注意事项;为什么石墨炉原子化法比火焰原子化法具杜瑦�葰略佞Ꙕ豦乶葨쁑殺僿�
	15．原子吸收光谱法存在哪些主要的干扰？如何减少或消除这些干扰？
	16．Na原子的电子结构为｜晙艏啵⡑䦌㆘禈桹㨀一慓齛偶著褐Ŕ豻ⱎu㕛偯쁓텠ǿ�
	17．称取含Bi、Pb、Cd的呜抑톋함㜀㈀⸀㐀㈀　最Ⱶ⡮뚉癛驛릁㈀㔀　洀氰ɹﭓ혀㔀　⸀　　洀氀ⲋ항뉎踀㈀㔀　洀氀ⲕ╟扴ⷿ屦调节pH=1,以二甲酚橙为指示剂｜晵⡮髿屦消耗25.67ml;然后用六亚甲基四胺缓冲溶液将pH调至5,再以上述EDTA滴定｜晭袀ᜀ䔀䐀吀䄀㈀㐀⸀㜀㘀洀氀㭒ꁑ斐뭎豬⺃屦置换出EDTA络呜扲楎蓿屦用标准溶液滴定游离EDTA,消耗6.76ml。计算此呜抑톋함㝎ⴀ䈀椀Ⰰ倀戀Ⰰ䌀摶蒍⢑콒٥瀰�
	18．下面的测量数据｜晦⽥⡎S٧膌ㅬਜ਼豢ၶ蓿屦此过程可写成｜晢楥捵㕭䅞㡥瀰�
	19．称取铁矿石试样0.5000g,使全部铁还原成亚铁离子｜晵⡨ݑ왮뙭뉮骁ᙛ暋ꆑ콰륥屦用去标准溶液33.45mL。求试样中Fe和的质量分数各为多少？
	20．在柱长为18cm的高效液相色谱柱上分离组分A和B,其保留时间分别为16.40min和17.63min;色谱峰底宽分别为1.11min和1.21min,死时间为1.30min,试计算：(1)色谱柱的平均理论塔板数N;(2)平均理论塔板高H;(3)两组分的分离度R和分离所需时间；(4)欲实现完全分离｜晓獒ٹ뭞ꘀ刀㴀⸀㔀ⲗg罔豒ٹ뭥љᩜᇿ�
	21．0.200g某含锰试样中的锰的含量被分析如下:加入标准溶液还原到｜晛豑梏�齎ⲏ작콶葹뭛偗⢑硠❮뙭뉎ⶈꭨݑ왮뙭뉮髿屦需15.0mL。以的形式计算该试样中锰的含量。
	22．Ti和V与作用生成杜璂牾�屢物｜晎쩎蒔魮뙭뉓�牔๛驛륎㩶蒔鉮뙭뉓�牔๛驛륎㨀氀　　洀䰰ɓ혀㈀　⸀　洀䱔⬀吀楔谀噶葧⩷屢溶液经以上相呜晥륬핓톂爰ʏ�屴份溶液各用厚度为1cm的吸收池在415nm及455nm处测得吸光度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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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on pair chromatography
	2． conditional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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