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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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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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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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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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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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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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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过程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固体试样 

考点：气体试样 

考点：溶解法（湿法分解） 

考点：熔融法 

考点：半熔法 

考点：干式灰化法 

考点：湿式灰化法 

考点：微波(0.75-3.75mm)辅助消解法 

考点：测定前的预处理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试样的采集 

试样的采集:指从大批物料中采取少量样本作原始试样。 

代表性:其组成能代表全部物料平均组成。 

 

1.固体试样 

 

样品采集的方法： 

固体试样的采集 

随机采样法判断采样法系统采样法 

 

随机采样示意图 

（1）采样数目 n—采样单元数 

前提：分析结果的误差主要是由采样引起的 

 

误差: 

 

采样单元数公式: 

 

（2）平均试样采取量 Q 

平均试样采取量：Q≥kd2 

Q——平均试样采集最小量（kg)； 

k——缩分常数（kg∙mm-2)，0.05~1；试样均匀度越差， 

k——值越大； 

d——试样中最大颗粒直径(mm)。 

（3）固体试样制备(2.2) 

①原始试样实验室（分析）试样 

 

②破碎和过筛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155 页 共 518 页 

 

《仪器分析》考研核心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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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49药学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分析化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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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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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л榜华研教シ育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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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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49药学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浙江中医药大学 349药学综合之分析化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分析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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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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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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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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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Deviation 

【答案】测量值与平均值之差为偏差。 

 

6． 解释乳剂特征曲线 

【答案】以谱线黑度 S为纵坐标、曝光量的对数 lgH为横坐标表示的感光板乳剂特性，主要指标有反

衬度、惰延量和乳剂展度。 

 

7． 原子谱线的多普勒变宽 

【答案】由于原子无规则的热运动而引起的谱线变宽。 

 

二、简答题 

8． 指出下列化合物中哪个能吸收波长较长的光线？(只考虑 跃迁) 

(1) 和  

(2) 和  

【答案】(1) 能吸收波长较长的光线； 

(2) 能吸收波长较长的光线。 

因为(1)中两个化合物有相同的生色团： ，而后者有一助色团 与 相连；同样(2)中的两

个化合物均有苯环，而后者的苯环上连有助色团一 N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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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有哪些？各部件的作用是什么？ 

【答案】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有：光源、单色器、吸收池、检测系统、信号显示或记录系统。 

光源能提供具有足够发射强度、稳定且波长连续变化的复合光，单色器的作用是从光源发出的复合光

中分出所需要的单色光。 

吸收池是用于盛装参比溶液、试样溶液的器血。 

检测系统是利用光电效应把通过吸收池后的透射光变成与照射光强度成正比的光电流，再进行测量。 

信号显示或记录系统的作用是检测光电流强度的大小，并以一定的方式显示或记录下来。 

 

10．不考虑其他因素条件影响，在酸、醛、酯、酰卤和酰胺类化合物中，出现 伸缩振动频率的顺序

应是怎样？ 

【答案】在酸、醛、酯、酰卤和酰胺类化合物中，都有与 相连的含弧对电子基团，它们对 vc=0

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诱导和中介这两个相对的效应实现的。 

当有电负性较强的元素与羰基上的碳原子相连时，由于静电诱导效应 l，使 中氧原子上的电子向

碳原子移动，导致 键的力常数变大，从而使 吸收向高波数方向移动，并且元素的电负性越强，

诱导效应越强， 吸收峰向高波数移动的程度越显著。 

中介效应 M 源于含弧对电子基团上的弧对电子与 上 电子发生重叠，使它们的电子云密度平均

化，造成 键力常数下降，使 上的吸收频率向低波数移动。 

对同一基团来说，若诱导效应 I和中介效应 M同时存在，则振动频率最后位移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

这两种效应的净结果。因此，不考虑其他因素条件影响，在酸、醛、酰卤和酰胺类化合物中，出现 伸

缩振动频率大小顺序为 

酰卤＞酸＞酯＞醛＞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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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并指

出有机碱的盐酸盐药物一般可用什么滴定法进行定量，写出滴定剂、溶剂、指示剂以及所需加的其他特殊

试剂。 

【答案】(1)在水溶液中进行的酸碱滴定条件是 ，物质才能被准确滴定，因此 或 小的

弱酸、弱碱在水中不能被滴定；②某些有机弱酸(碱)在水中的溶解度小，亦无法被滴定。 

非水滴定：①可利用溶剂的酸碱性，有效提高弱酸(碱)的表观酸(碱)强度，使其在有机溶剂中能被滴

定；②可选择适当的溶剂，增大溶解度，使之能被滴定。除以上主要两点外，还可利用区分效应测混合物

中各组分含量，均化效应测总量。 

(2)有机碱的盐酸盐药物一般可用非水滴定法测定。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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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各有何特点？ 

【答案】电位分析法是通过化学电池的电位为零的一类方法，可分为两种，即电位法(po-tenti-ometry)

和电位滴定法(potenliometric titration)。电位法一般使用专用的指示电极，如离子选择电极，把被测

离子的活度通过毫伏电位计显示为电位读数，由 Nernst 方程求算其活度，也可以把电位计设计为有专用

的控制挡,能直接显示出活度相关值如 pH;电位滴定法类似于化学滴定分析法，仅是利用电极电位在化学计

量点附近的突变来代替指示剂的颜色变化确定滴定终点。 

无论是电位法，还是电位滴定法,测量体系都需要有两个电极与测量溶液直接相连，其相连导线又与

电位计构成一个化学电池电路。电位法具有响应快，稳定，重现性好等许多优点，以指示电极，参比电极

及试液组成测量电池，依赖于 Nernst 方程，而电位滴定法除了指示电极、参比电极及试液组成测量电池

外，还要滴加滴定剂于测量电池溶液里，不依赖于:Nernst 方程，而依赖于物质相互反应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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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简述背景产生的原因及消除的方法。 

【答案】光谱背景是指在线状光谱上,叠加着由于连续光谱和分子带状光谱等所造成的谱线强度(摄谱

法为黑度)。 

(1)光谱背景来源 

分子辐射在光源作用下，试样与空气作用生成的分子氧化物、氮化物等分子发射的带状光谱；连续辐

射在经典光源中炽热的电极头，或蒸发过程中被带到弧焰中去的固体质点等炽热的固体发射的连续光谱;

谱线的扩散分析线附近有其他元素的强扩散性谱线(即谱线宽度较大)；电子与离子复合过程也会产生连续

背景。轫致辐射是由电子通过荷电粒子(主要是重粒子)库仑场时受到加速或减速引起的连续辐射。这两种

连续背景都随电子密度的增大而增大，是造成 ICP 光源连续背景辐射的重要原因,火花光源中这种背景也

较强。光谱仪器中的杂散光也造成不同程度的背景。 

(2)背景的扣除 

摄谱法:测出背景的黑度 ，然后测出被测元素谱线黑度为分析线与背景相加的黑度 由乳剂特征

曲线查出 与 ，再计算出 与 ，两者相减，即可得出 ，用同样方法，也可扣除内标线的背景，

求出内标线强度 ，分析线对的强度比 。 

应用扣除背景后的 或换 进行工作。 

注意:背景的扣除不能用黑度直接相减，必须用谱线强度相减。 

 

14．本实验室有表中所列各种分析仪器。现有一些(类)物质需采用这些仪器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分析。请

为这些物质选择相对应的分析仪器，并简要说明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可以有多种选择)？ 

 

图 

(1)自来水中 K、Na、Ca、Mg的定量分析；(2)DDTs 农药的定量分析；(3)Dioxins(二 英)的定量分析

(4)各类氨基酸分析；(5)微量混合阴离子分析；(6)某岩石中金属元素的定性全分析；(7)闪锌矿中 Pb 的

定量分析(8)—种新合成有机物的表征；(9)各种微量多环芳烃(PAHs)的分析；(10)某合金样品中各元素定

量分析；(11)空气中 等含量分析；(12)人的头发中微量 Pb、Cd和 As的分析；(13)蔬菜中含

磷和含氮农残分析；(14)氢离子和氟离子浓度测定。  

【答案】(1)HPLC-电导，离子色谱对水中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离子定量分析选择性好、灵敏度高；或

ICP-AES，多元素同时定量。 

(2)GC-ECD,DDTs 的分子中含多个 C1 原子，ECD 灵敏度高;或 HPLC-UV，DDTs 分子中含苯环在 UV 区域

有吸收。 

(3)GC-ECD或 HPLC-UV，理由同(2)。 

(4)HPLC-电导，因氨基酸在水中能离解，适合于电导检测器检测，且氨基酸在 UV区域吸收较弱。 

(5)HPLC-电导，因为被检测的是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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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直流-AES,直流电弧蒸发温度高,绝对灵敏度高，适宜定性全分析。 

(7)交流-AES,交流电弧稳定性好，适合于定量分析。 

(8)UV、IR、NMR和 MS,这四种方法是有机物结构分析的主要手段。 

(9)HPLC-UV,多环芳烃紫外光区域有强吸收，HPLC用于分离。 

(10)ICP-AES，可多种元素同时定量分析。 

(11)GC-TCD，TCD为通用型检测器，可用于永久气体的分析。 

(12)AAS，微量元素定量分析最好的方法。 

(13)GC-NPD,NPD对含磷和氮的化合物检测灵敏度高，且选择性高。 

(14)电分析方法，用 pH计可测 浓度，氟离子选择性电极测 浓度。 

 

15．有效数据的处理法则。 

【答案】a.数字前的 0不计，数字后的计入：0.02450(4位)；b.数字后的 0含义不清楚时，最好用指

教形式表示： ；c.自然数可看成具有无限多位数(如倍数关系、

分数关系)，常数亦可看成具有无限多位数，如 ;d.数据的第一位数大于等于 8 的，可按多一位有效数字

对待.如 ，95.2%,8.6；e.对数与指数的有效数字位数按尾数计，如 (2位)，pH=11.02,则

;f.与方法精度一致，由误差最大的一步确定；g.尾数 时舍，尾数 时入；h.尾

数=5 时，若后面数为 0,舍 5成双；若 5 后面还有不是 0 的任何数皆入；但是当为 5时，若后面数为 0,看

5前是奇数还是偶数，奇数入，偶数舍去。 

 

16．简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答案】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1)光度的准确度:是指样品在最大吸收波长处吸光度的测量值与真实值间的偏差，该偏差越小，说明

仪器的准确度越高； 

(2)波长准确度:是指仪器指示器上所指示的波长与实际所输入的波长值之间的符合程度，常用波长误

差来表示； 

(3)杂散光:是分光光度法测量中的主要误差来源； 

(4)分辨率:指仪器对相邻两吸收带可分辨的最小波长的间隔能力： 

(5)光谱带宽:是指从单色器射出的单色光最大强度的 1/2处的谱带宽度； 

(6)基线稳定度与平直度:指仪器在不放置样品时扫描 l00%T线和 0%T线时读数偏离的程度或基线弯曲

的程度。 

 

17．请设计一种化学分析方法测定铁铵矾 的含量(要求：用简单流线图表示

操作过程，包括溶剂、标准溶液、指示剂等，并写出计算关系式)。 

【答案】配位滴定，氧化还原滴定等均可。 

精称试样  

用 Zn标准液回滴定至溶液由黄变橙色，  

铁铵矾  

(2)精称试样 S(g)溶于 液，用硫酸铈标准液滴定，邻二氮菲为指示剂铁铵矾 

 

 

三、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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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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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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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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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仪器分析与经典分析化学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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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什么是分析化学发展的“乜瑫⅓�椰Ŗ�⪖㙫뗿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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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举例说明为何共轭效应的存在常使一些基团的振动频率降低。
	44．速率理论方程式在HPLC中与在GC中杜瑏啟ɔ屦？如何指导HPLC实验条件的遜瑢�
	45．薄层色谱的显色方法杜瑔鯿�
	46．在气相色谱分析中｜晞鑙艏喐屴择载气流速与柱温？
	47．如何利用红外吸收光谱区别烷烃、烯烃及炔烃？
	48．简述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定性鉴定未知物方法。
	49．某化呜扲楶葒ٛ偹뭛停萀洀⼀穐㱎㨀㈀　ㇿ屦由此可得出什么结论？
	50．常用的HPLC定量分析方法是什么？哪些方法需要用校正因子校正峰面积？哪些方法可以不用校正因子？
	51．什么是电导分析？电导电流的性质是什么？
	52．“四要素”所揭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53．毛细管电泳的进样方式杜瑔췿�
	54．什么是氧波｜晙艏啭袖擿�
	55．何谓分析化学发展的“四要素”？为何“分析对象”处于中心位置？
	56．何为振动自由度？为何基本振动吸收峰数杜瑥ᩜᅎ蹣⽒ꢁㅞ�
	57．应用库仑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58．蒸发光散射检测器的原理及特点是什么？
	59．简述范氏方程在气相色谱中的表达式以及在分离条件遜瑢葞鑵⠰�
	60．说明导数光谱的特点。
	61．如何利用红外吸收光谱确定芳香烃类化呜扲槿�
	62．简述用库仑滴定法测定化学需氧量｜戀䌀伀䓿屴原理和计算COD的表达式。
	63．简述反相键呜扶犌ㅬ핶葒ٹ뭧㩒㘰�
	64．特征区与指纹区是如何划分的？在光谱解析时杜瑏問屵⣿�
	65．简述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气相色谱法的主要异呜晰뤰�
	66．说明氢焰、热导以及电子捕获检测器各属于哪种类型的检测器｜晛荎葏㩰륎쩞鑵⢃͖�
	67．在气相色谱中｜晙艏喐屴择固定液？
	68．用塔板理论讨论流出曲线｜晎㩎쁎䡎උ멗⠀瓿Ḁ琀剢ᘀ瓿ᰀ琀剥屦总是C＜Cmax?塔板理论杜瑔魏㩰맿�
	69．在质谱图中｜晹뭛偶葺㍛驠❎๑癶漏ぞꙧ屴何关系？
	70．试讨论影响HPLC分离度的各种因素｜晙艏啣킚�ٹ뭞�
	71．亲和色谱的分离机制是什么？杜瑏啲祰맿�
	72．试比较微库仑分析法与库仑滴定法的主要异呜晰뤰�
	73．溶出伏安法分哪几种｜晎㩎쁎䡛荶葰略佞Ꚛ��
	74．举例说明紫外分光光度法如何检查物质纯度。
	75．紫外可见分光光谱法中的定性、定量方法？
	76．质谱法提供样品的何种信息？
	77．方波伏安法和差分腜瑑뉏ཛ襶葵㕓譢正콬执屴何区别？
	78．试讨论反相HPLC的分离条件的遜瑢�
	79．说明式中K与Vs在各类色谱法中的含义杜瑏啎ൔ屦？
	80．基频峰的分布规律杜瑔鯿�
	81．某化呜扲楶蒍⢌ㅙ艖﹢䁹㫿屦试推测其结构并说明峰归属。
	82．红外光谱分析可以提供何种信息？
	83．毛细管电泳的检测器杜瑔췿ὔѧ屴何优点？
	84．什么叫遜瑢㡥㛿Ὓ荎榍⡶葒ٛ偾퍧葧屴什么关系？
	85．原子发射光谱法中的激发源杜瑑췿喌ጀ䤀䌀僿�
	86．说明双波长消去法的原理和优点。怎样遜瑢⠀ㅔ谀⠀㋿�
	87．电子跃迁杜瑔쵼筗诿ᾍ쎏셢䂗v蒀콙❜穞轙艏嗿ὑ睧屴什么样结构的化呜扲楎ꝵώ⭙ᙔ㡥㙑䦌ㇿώ⭙ᙔ㡥㙑䦌ㅧ屴何特征？
	88．发射光谱分析法中特征是什么？可分为哪几种？

	《仪器分析》考研核心题库之计算题精编
	1． 当下述电池中的溶液是pH等于4.00的缓冲溶液时,在298K时用毫伏计测得下列电池的电动势为0.209V:
	2． 激发原子和分子中的价电子产生紫外可见光谱需要激发能量为1.5~8.0eV。问其相应的波长范围是多少？
	3． 已知二硫化碳分子中C=S键的力常数为10N/cm｜暋햋ꅻ靛荶葏㡿⥣⽒ꡔ㡥㙜蒘酳蜰�
	4． 现杜瑎N⩑䦌ㅨݨ㟿屦其碳的标准值为0.042%｜晎N⩤쵏屎메塵⡑䦌ㅎ�٧退にⅶ葭䭛驐㱒ْ⭎㨀　⸀　㐀㔰Ā　⸀　㐀㈰Ā　⸀　㐀㈰Ā　⸀　㐀㌰Ā　⸀　㐀㌰Ā　⸀　㐀Ā　⸀　㐀㐰Ā　⸀　㐀㔰Ā　⸀　㐀㍔谀　⸀　㐀㐀◿屦试计算该组数据与标样差值的标准偏差。
	5． 在一根2m长的色谱柱上,分析一个混呜扲椀ⱟ青ぎ灣渀㪂ŵ㊂œ쩎如葏�奥ْ⭎㨀ㄠᤀ㈀〠ᰀⰀ㈠᠀㈠ᵓ쨀㌠ᤀㄠ᭓䩜뵎㨀　⸀㈀挀洀Ⰰ　⸀㈀㤀挀洀Ⰰ　⸀㐀　㤀挀淿屦已知记录纸速为1200mm.h-1,求色谱柱对每种组分的理论塔板数及塔板高度。
	6． 在一根90米长的毛细管色谱柱上测得各组分保留时间：正十四烷15.6min；正十五烷21.95min；正十六烷31.9min。计算色谱柱的死时间及载气平均速度。
	7． 光谱分析情报中某元素高标基准值为IH=2.2712,低标基准值为IL=0.3125,现实测高标强度为IH*=2.2869｜晏乨ݗ祝왐㱎㨀䤀䰀⨀㴀　⸀㌀㐀㋿屦计算漂移校正系数α、β。
	9． 需要配置稀王水200mL｜晞鑓홭卶킑砰ŭ卸嶑硔豬㑔љᩜᇿ�
	10．在遜瑛驶葧O獛麚豧慎ରɵ⡰歱こ齛偔㡥㙒ّ䥞Ꙭ항䮕䅮뙭닿屦测得透光率为40.0%用此法测定某试样中镁的含量｜找Ꙏ㨀　⸀　　㔀◿屴｜暂홨㞑콾Ꙏ㨀　⸀㔀朰ɳ끧屴10ml｜昀㔀　洀汔谀㈀㔀　洀氀㍎⩛릑콴屦遜瑢⩛릑콴T屢适？｜扣Ꝓ㙔㡑䥞ꙗ⠀　⸀㔀縀　⸀㘀ゃ͖藿屴
	11．用极谱法测定MgCl2溶液中的微量Cd2+取试液5.0ml｜晒ꁑ攀　⸀　㐀╦㔀⸀　洀泿屦用水稀释至50ml｜暐ᨀ一㈀㔀洀椀渀縀　洀椀湔끟啧膌ㅖ屦得波高50。另取试液5.0ml｜晒ꁑ攀　⸀㔀洀最⼀洀氀䌀搀㈀⭨ݑ왮뙭눀⸀　洀泿屦混呜扗䝓ÿ屦再捜瑎એ䭛驫斚ꑔ屦样处理｜暋끟啧膌ㅖ屦波高为90.计算试样中Cd2+的含量。
	12．称取Cd和Zn的试样1.06g｜普뚉屦用汞阴极使Cd和Zn分别从氨性溶液中析出。当阴极电位控制在-0.95V｜戀嘀猀Ⰰ匀䌀䗿屴｜晎앧遑切䌀搰ɗ⢋㕏䵎୵㕭䅎扥屦氢氧库仑计析出44.6ml气体｜戀㈀ㄡ̀Ⰰ㤀㘀⸀㔀欀瀀懿屴.调节阴极电位至-1.3V｜戀嘀猀Ⰰ匀䌀䗿屴｜晏罗⠀娀渀㈀㑧腧遑侮ɵ㖉퍧彔屦库仑计又增加了31.3ml气体。计算试样中Zn和Cd的含量。｜扝⡨ݑ왲뙠Ŏ屦每库仑电量析出氢氧混呜扬ᑏ卶葏卹⼀　⸀㜀㌀㤀洀泿屦=112.4g/mol,=65.39g/mol｜�
	13．高效液相色谱法分离两个组分｜暂犌ㅧ缀㌀　挀洰ɝ⡛麚豧慎屦色谱柱对组分2的柱效能为26800m-1｜晫筥쑒ٶ葏�奥ꅻ響�
	14．在一色谱柱上｜晭䭟靔ќ葏�奥艎�
	15．试计算在1.9406T的磁场中下列各核的共振频率：、、、｜戰İİŶ葸셗㩥쭫푒ْ⭎㨰İ�
	16．用阳极溶出伏安法测定水样中的含量。取水样4.00ml｜晒ꁑ敒ぶ�屴46.0ml支持电解质溶液的电解池中｜暐ᨀ一㈀㈀洀椀滿屦富集1min｜暗奿渀㌀べ퉔ٝ屵㕧腶葵㕏䵔ᅫ捥륔ᅢ正쿿屦测得的溶出峰高分别为12mm｜昀㈀㘀洀淿屦18mm。在上述溶液中加入0.10ml
	17．采用光谱仪分析钢铁中的锰含量。共测试了5块样品｜晫콎⩨㝔셭䮋픀㑫⇿屦结果见下表：
	18．现测得一试样某元素强度为0.2564｜晝٧遠앢ꕎⵥ㥑䍽⁝屦뽞㡥灎㨀拿ᴀ　⸀㠀㜀㌀㔀㘰Ā揿ᴀ　⸀㐀㔀㘀㈀㠰Ā擿᷿ഀ　⸀　㌀㐀㔀㛿屦求该元素含量。
	19．称取维生素C0.0500g溶于100ml0.005mol/L的硫酸溶液中｜晓혀㈀⸀　　洀汛驛릁　　洀汔屦用1.0cm石英比色皿在245nm波长处测得吸光度值为0.551｜晝㡑䥼ﭥ瀀愀㴀㔀㘀　䰀最ⴀ 挀洀ⴀʋꅻ靨㝔셎ώ 䍶蒍⢑콶繒٥瀀�
	20．某一气相色谱柱｜暐έ蝥륺ⴀ䄀Ⰰ䈀Ⰰ䍶葐㱒ْ⭎㨀　⸀㔀挀洀Ⰰ　⸀㌀㘀挀洀㈀⸀猀ⴀㅔ谀㐀⸀㌀휀　ⴀ㈀珿屦计算最佳流速和最小塔板高度。
	21．25 C时｜晵⡬⽵㕧腭䭛驔⭶큵檃Ѭ䅎萀䌀氠ᑔ⮑켰ɓ혀　⸀　洀汵檃Ѭ䅭䭟靵㕒ꡒ뽎㨀ⴀ㜀⸀㈀洀盿屦若向其中加入0.100mL0.100mol/L的NaCl溶液｜晑赭䭵㕒ꡒ뽎㨀ⴀ㌀㔀⸀㔀洀瘰ʋꅻ靫콓䝵檃Ѭ䅎ⵢ䁔⬀䌀氠ᑶ葫䭥瀰�
	22．已知A、B两分组的相对保留值｜晙艧鲉腦⼀䄰Ā䉒せ豑桒ٹ믿屢R=1.5｜昀䠀㴀　⸀⸀挀淿屴｜暕�腙᪕罶蒂犌ㅧ�
	23．用双硫腙萃取光度法测定样品中的含铜量｜晑외湹횋함㜀　⸀㈀　　柿屦溶解后定容至100ml｜晎칎ﭓ혀　洀汦㺂牞癛驛릁㈀㔀洀氰ɵ⡻䥏卹葬⽎ﾄ͓홎k⇿屦设萃取率为90%｜晧屴机相在最大吸收波长处用1cm比色皿测得其吸光度为0.40.已知双硫腙铜配呜扲楗⢋罎୶葤楜ᑔ㡑䥼ﭥ灎㨀㐀⸀　휀　㒔�葓齛傑콎㨀㘀㌀⸀㔀㔀⺋햋ꅻ鞋함㝎ⶔ�蒍⢑콶繒٥瀰�
	24．已知记录仪的灵敏度为0.658mV.cm-1,记录纸速为2cm.min-1,载气流速F0=为68mL.min-1,进样量12℃时0.5mL饱和苯蒸气｜晑皍⢑콾쾋ꅻ靎㨀　⸀洀柿屦得到的色谱峰的实测面积为3.84cm2.求该检测器的灵敏度。
	25．用氧氮测定仪测定某一样品中的氧含量｜昀にⅭ䭛驶葾퍧鱒ْ⭎㨀㈀㌀⸀㔰Ā㈀㈀⸀㔰Ā㈀⸀㈰Ā㈀⸀㘰Ā㤀⸀㐰Ā㈀㈀⸀㈰Ā㈀　⸀㜰Ā㈀㐀⸀㐰Ā㈀　⸀ㅔ谀㈀㘀⸀㐀瀀瀀洀ⲋꅻ非獗䝐㱔豨ݑ왐佝�
	26．RH－404定氢仪标准化时｜晨Ⅻ捥ݨ㝶葎屴次分析值如下6.45PPM、6.35PPM、6.25PPM｜晨ݨ㝐㱎㨀㘀⸀㘀倀倀䷿屦校正后的系数为1.3578｜暕Ⅻ捒䵶葼ﭥ灎㩙ᩜᇿ�
	27．25 C时｜晵⠀　⸀　　洀漀氀⼀䱮뙭뉵㕏䵮騀㈀　⸀　　洀䰀　⸀　　洀漀氀⼀䱮뙭눰ɵ⠀倀瑵㕧臿屢正极｜瑔貙煔豵ᡬ幵㕧臿屢负极｜瑾쑢ၵ㕬惿屦计算：化学计量点时电池的电动势;加入10.00mL时的电动势。
	28．测得石油裂解气的气相色谱图｜扒䶗扖�⩾쑒َ㩾쾏있灑케⼀㒀屦得到｜瓿屦经测定各组分的f值并从色谱图量出各组分峰面积为：
	29．已知求
	30．在一根2m长的色谱柱上｜昀䄰Ā䈰Ā䌰Ŏ屴组分的保留时间分别为2.42min、3.21min、5.54min；峰宽分别为0.12min、0.21min、0.48min。另测得甲烷的保留时间为1.02min。求：
	31．当质量为100amu的一价正离子｜晾케㘀　　　噵㕓譒ꂐὔะʏ�敟㩞Ꙏ㨀⸀㈀呶葸셗㨰ʋ햋ꅻ鞋뭛偶蒏梐卓䩟萰�
	32．分析某种试样时｜晎⩾쑒ٶ葶累�奐㰀爀㈀㴀⸀Ⱨ葧屴效塔板高度H=1mm｜暗�腙᪕罶蒂犌ㅧ䶀ﵛ豑桒ٹ믿�
	33．FT-90Q型核磁共振仪。90是质子的共振频率｜戀䴀䠀竿屴试计算仪器的磁场强度是多少？在相呜晶葸셗㩟㩞Ꙏ୶葑煣⾘酳蝦⽙ᩜᇿ屢已知的磁旋比分别为｜�
	34．在测定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的峰高校正因子时｜晹홶葔Ѿ쑒ٶ葾꽲榍⢍⢑쿿屦以及在一定色谱条件下所得色谱图上各组分色谱峰的峰高分别如下：求各组分的峰高校正因子｜晎㩨ݑ옰�
	35．.当遜瑵⠀䰀椀䙦癏叿屢2d=4.02埃｜瑏屎㪈䵜Ѧ癏卭䭛骏�塜Ѿ뽥屦在衍射角为30度处能测到哪些波长的X射线？(连续X射线的最小波长为0.31埃)
	36．用铂电极电解溶液｜暐읶葵㕭䅎㨀㈀　䇿屦电解时间为15min.计算阴极上析出铜和阳极上析出氯的质量。
	37．杜瑙艎ୣ쾏稜ﺋꅻ靑癣쾏累䵿渰�
	38．丙烯和丁烯的混呜扲榏�敬ᑶ犌ㅧ青す艎灣滿�
	39．杜瑎�함㝔㊑砰Ŏ妑砰Ŏᦑ硓쩎൜ᅬ㐰Ƃ䥲榍⣿屦称取此试样1.055g。以环己酮作内标｜晹홳꽝渀　⸀㤀　㜀柿屦加到试样中｜晭屢均匀后｜晔㡓홫撋항눀㌀洀䲏�㟿屦得到色谱图。从色谱图上测得各组分峰面积及已知的S’值如下表所示：
	40．钠原子在火焰中被激发时｜晟卛荵㌀偯쁓텠ƍ쎏셒し褐Ā㌀协뾏遜Ѐ㔀㠀㤀⸀㘀渀涞쑑䧿屦试计算此光的激发电位。｜扎攀噎㩓問䷿屴
	41．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元素M时｜晵ㅧ⩷함㝮뙭뉟青ぶ葔㡑䥞ꚋﭥ灎㨀　⸀㐀㌀㗿屦聜晗⠀㤀洀汧⩷뉎ⵒꁑ攀洀汭卞Ꙏ㨀　　洀最⼀䱶萀䵨ݑ왮뙭뉔屦混呜扮뙭뉗⡶屦条件下测得的吸光度为0.835.求未知试样中M的浓度是多少？
	42．设溶液中pBr=3,pCl=1.如用溴离子遜瑢❵㕧腭䭛騀䈀爀뭛偭㭞ꘀⱜَꝵὙᩙ➋㽝㕧腶蒐屴择性系数KBr-,Cl-=6×10-3.
	43．用60MHz的核磁共振仪｜晭䭟需吀䴀叿屢四甲基硅烷｜瑔豓ᙔ屢物中某质子的吸收频率差为420Hz｜晙艧鱏罵⠀㈀　　䴀䠀究葎栰ɭ䭛荎䮕蒘酳蝝㩙ᩜᇿὫ摥灣溋๎쁎䣿�


	2024年浙江中医药大学349药学综呜技ᒘ類錀孎ｷἀ⭟㩓ᘀ⭑뉒㨀�
	浙江中医药大学349药学综呜扎䭒٧道ᙛ暀ᑎｷ鑙坪Ⅲ��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单色器通带
	2． 浓差极化现象
	3． 荧光和磷光
	4． Molecularion
	5． Deviation
	6． 解释乳剂特征曲线
	7． 原子谱线的多普勒变宽
	8． 指出下列化呜扲楎ⵔ⪀ﵔ㡥㙬羏莕罶葑䥾뿿ἀ⡓Ά再쎏섀�
	9． 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杜瑔鯿ὔҐ葏屵⡦⽎쁎䣿�
	10．不考虑其他因素条件影响｜晗⢑砰Ƒ鬰Ƒ漰Ƒ灓摔貑炀塚筓ᙔ屢物中｜晑侀끏㡿⥣⽒ꢘ酳蝶蒘穞轞鑦⽠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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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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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简述背景产生的原因及消除的方法。
	14．本实验室杜璈桎ⵢ䁒ѹ쵒٧過栰ɳ끧屴一些(类)物质需采用这些仪器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分析。请为这些物质遜瑢丹鑶葒٧過棿屦并简要说明为什么做这样的遜瑢⡓屴多种遜瑢⧿�
	15．杜瑥䡥灣湶葙Ѵ٬핒ᤰ�
	16．简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17．请设计一种化学分析方法测定铁铵矾的含量(要求：用简单流线图表示操作过程｜晓բ뙒䈰Ũݑ왮뙭눰ţݹ㩒䉻䧿屦并写出计算关系式)。
	18．pH=5.00时｜晵⡮뙭뉮驔屦浓度的｜晎堀低㩣ݹ㩒䉥屦问：
	19．对于反应｜晝ᝓ䩓쵞鑓쩑�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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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某实验室以一新方法测定某样品中CuO的百分含量(％),结果为30.52、30.62、30.38、30.59、30.54、30.56,聜晎癎홙᩹쵥륬항䭟靶葨ݑ왐㱦⼀㌀　⸀㐀㠀ⲕ摛麚豥灣湦⽔♑梐惿ὥ끥륬핦⽔♛塗⡼ﭾ�ἀ⠀倀㴀　⸀㤀㔀�
	22．钇钡铜氧是一种高温超导体(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对钇钡铜氧材料的分析表明｜晑百쑢၎㩶蒔�扟ཛ塗⣿屦1/3则以罕见的形式存在；将试样溶于稀酸｜晜ّ梐�齢ူ�
	23．在PH10.0的氨性缓冲溶液中｜晔⭔豔Ѐ　⸀　㈀　洀漀氀⼀䰀ⱎ　⸀　㈀　洀漀氀⼀䰀䔀䐀吀䅮뙭늀ﵔ⚐屴择滴定?
	24．计算下列氧化还原反应的平衡常数。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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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在下列不呜昀瀀䡐㱶葿ፑ뉮뙭뉎ⷿ屦甲基橙的浓度均为｜晵⠀⸀　　挀浫풂牶뽗⠀㔀㈀　渀浙ѭ䭟靔㡑䥞ꙙ艎ⲋ⡎灬핬䈀⠀⥵㉗頻奶蓿ᬀ⠀㈀⥵㉗頻奸녟ྲྀ萰�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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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对称因子
	2． 解释各种曲线的含义：
	3． 条件稳定常数
	4． proton balance equation
	5． 标准对照法(紫外一可见分光亮度法中)
	6． Material balance
	7． 重排离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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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简述光电倍增管的作用原理。
	10．在亮度法测定中引起偏离朗伯-比耳定律的主要因素杜瑔鯿Ὑ艏啭袖撏�魖⁶葟煔췿�
	11．FIA分析中｜晧屴哪些影响分散度的主要因素？实验中如何以控制？
	12．什么是内标?为什么要采用内标分析？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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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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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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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写出下列酸碱组分的MBE、CEB和PBE(设定质子参考水准直接写出)｜晭卞Ꙏ㨀挀⠀洀漀氀⼀䰀⤰�
	17．简述氢化物发生法的工作原理、特点及注意事项。
	18．已知电池｜晭䭟響屦求的。
	19．准确称取铁矿石0.5000g｜晵⢑确뚉๒ꃿ屦将还原为｜晱㙔⠀㈀㐀⸀㔀　洀䱶葨ݑ왭뉮騰ɝ华踰ʕｨ㝎ⴀ䘀敶蒍⢑콒٥灎㩙ᩜᇿ�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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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根据下列电池：
	22．对某试样中的Cu含量进行了四次平行测定｜晾퍧鱎㨀㈀　⸀　㌀┰Ā㈀　⸀　㔀┰Ā㈀　⸀　㈀┰Ā㈀　⸀　┰ʋꅻ靑癞獗䝐佝Ũݑ왐佝�
	23．计算在pH=10.00的0.010mol/LEDTA溶液中的溶解度。
	24．对于下列反应：若｜暉腏罓ᙛ暋ꆑ콰륥쵞鑶葛豑桺ꚏ빒　㤀㤀⸀㤀╎૿屦问lgK至少应为多少？又至少应为多少？若｜晠앑땓졙艏嗿�
	25．在溶液中｜暗�腒ꁑ教ᩜᅫ䝬㑢䶀﵏罺�쩔萀䠀䌀ㅮ뙭뉛豈䌀愀佶葮驞�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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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称取含杜瑎᥎貑硎貔ꁶ큔谀一愀䌀汶葭屢试样0.3029g｜普뚉屦通过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晥㚖왭䅑舘눰ɵ⠀　⸀　　　洀漀氀⼀䱶萀一愀伀䡨ݑ왮뙭뉮骁ⱎSᙛ暋ꆑ콰륥屦耗去NaOH标准溶液28.30mL；继续滴定至第二化学计量点｜晑煭袀ᜀ一愀伀䡨ݑ왮뙭눀㐀㈀⸀㌀㘀洀䰰ɬ䊋함㝎ⵎ᥎貑硎貔ꁶ큔谀一愀䌀汶葶繒ٔ⮑켰�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bonded phase chromatography
	2． 膜电极
	3． 异裂
	4． Capacity factor
	5． capacity factor
	6． 体系间跨越
	7． Magnetic anisotropy
	8． 计算机的接口电路为什么很重要？
	9． 什么是电渗流？它是怎样产生的？
	10．下列原子核的自旋量子数分别为多少？哪些核不是磁性核？
	11．试从原理、仪器构造和应用方面比较红外吸收光谱法和紫外-可见光谱法的异呜昰�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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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新购的pH玻璃电极在使用时应如何处理？解释其理由。
	14．何谓超临界流体？其物理性质与气体、液体杜瑏啟ɔ屦？
	15．比较ICP炬和直流电弧的优缺点。
	16．充电电流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时间的关系杜瑏啲祟臿ᾀﵔ⚐잖䵏乢᙭袀ᝑ䕵㕵㕭䅧敓템啰略佶葵㕒٧遥륬픰�
	17．影响离子交换树脂交换速度的因素杜瑔鯿�
	18．以GC法在一根3.0m长的色谱柱上分离某样品｜晗⡢䂋빛驶蒂犌ㅧ慎୭䭟靏�奥㫿᩺穬᐀⸀　洀椀滿屦A组分14.0min｜昀䉾쑒㜀⸀　洀椀滿᭓䩜뵎㫿ᨀ䅾쑒　⸀㐀洀椀滿屦B组分0.50min。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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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采用100cm长的色谱柱分离某多组分混呜扲槿屦流动相流速为90cm/min｜暂犌ㅧ葴ڋ멘呧罥灎㨀㘀　　Ɑ屢物最后洗出组分的｜晧�빒ٹ뭲榍⡛略蓿屦试估算:(1)若要求最难分离物质的分离度R=1和1.5,其分离时间各为多少？(2)优化色谱条件｜晧�빒ٹ뭲榍⡛略葎䝎㨀⸀㈀㔀ⱛ鹳끎એٹ뭞ꙶ葒ٹ뭥㩙ᩜᇿἀ⠀㌀⥑癎홧慎�屦降低流动相流速至60cm/min｜晑癧䡘鹒ꁒ　㌀　　ぴڋ멘呧翿屦实现上述分离度的分离时间为多少？
	21．计算在溶液中比在纯水中的溶解度增大多少倍？
	22．在某正相色谱体系中｜晟卭䅒꡶㨀㔀　╬⽎ｔ谀㔀　╫捝⡏卹٥瀀⥥뚍⡏�夀㈀㤀⸀洀椀渀Ⱬ筥㨀⸀　㔀洀椀渀ⲋ햋ꅻ需⠀⥮뚍⠀歐㰀㬀⠀㈀⥫㊌舀歎㨀そ屦应如何改变溶剂组成？
	23．下列电池
	24．用库仑滴定法来滴定时｜晦⽵㖉ꝵὶ葏屎㩮驒䋿屦电解过程持续了210s｜晙艧鱵㖉읺ⵓ텳끣ꕗ⡖�葎N⩶葵㖖㭖桏缀　⸀　洀䱶葬㑶葮⥞ꙓ䞚�蛿屦试求的浓度。
	25．用原子吸收法测锑｜晵⢔앏屑蕨ܰɓ혀　⸀　　洀䱧⩷ᅮ뙭닿屦加入的铅溶液并稀释至20.0mL｜晭䭟霰ɓ홶屦浓度的锑和铅溶液｜替屦计算未知液中锑的质量浓度。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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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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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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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okes shift
	2． 标准电极电位与条件电位
	3． 色谱分析中的死体积
	4． 分光光度分析中的杂散光
	5． 气相色谱的保留时间
	6． Raman效应
	7． 原子发射光谱定性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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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何谓分析信号、干扰和噪声？▧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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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简述气-液色谱分离的基本原理。
	12．光谱仪一般由几部分组成？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13．简述TCD、FID、ECD、FPD、NPD检测器的基本原理及各自的特点。
	14．试述质谱法对新化呜扲楾퍧蒒瑛驶著逸Ⱬ斚ꑔ豥륬픰�
	15．络呜扣ꦅ㵬핶葛鹥뵥륬핒َ㩔旿�
	16．根据红外光谱,如何区别下述乜瑎⩓ᙔ屢物？
	17．差分放大器杜瑎쁎䡏ᡰ맿�
	18．混呜扻䥏卹葶萀䔀䐀吀䅔豶葮뙭닿屦假设溶液为pH=10的缓冲溶液｜晑癎㡹뭭卞Ꙏ㨰ʋ햋ꅻ響�
	19．从环己烷和苯的色谱图中可测得｜晝者驶豭䅒꡶葏卹퐠⋿屦计算两个物质的分配比和分配系数。
	20．测得石油裂解气的色谱图(前面四个组分为经过衰减1/4聜晟青　⧿屦经测定各组分的值和从色谱图量出各组分的峰面积分别如下表：
	21．计算下述化呜扲楶萰�
	22．已知HOAc的的。计算下列各溶液的pH:
	23．设色谱的速率理论公式中｜晎屴个参数分别为0.0045s｜暋핬䋿ᨀ⠀⥧O玏絬ᑾ뾐Ȁ⠀㈀⥧\མ呧羚��
	24．将0.6120g含试样中的还原至｜晒ꁑ敏网梐襭쁎㨀䄀最䌀泿屦剩余的用返滴定至3.10mL时到达终点。计算试样中的质量分数。[已知]
	25．称取苯酚0.5080g｜晵⠀一愀伀䡮뚉屦转移入250mL容量瓶中｜智�쪁㭞屦摇匀｜晔㡓혀㈀㔀⸀　　洀䲋항뉎蹸频콴ⷿ屦加入标准溴试液及盐酸、碘化钾后｜晵⡨ݑ왭뉮骁조맿屦消耗21.20mL。另取上述标准溴试液25.00mL｜暏�䱺究綋햚賿屦消耗呜晭卞Ꙩݑ왮뙭눀㐀㌀⸀㔀　洀䳿屦试计算样品中苯酚的质量分数。
	26．在1molL的盐酸介质中｜晖�❓ᚕݎꝵg膌ㅬ屦得到的扩散电流常数I为9.59(单位为)｜晑癢楥捼ﭥ灎㫿屦求电极反应的电子数。
	27．于100mL含的溶液中｜晒ꁑ敮뙭눰ʕ뙭뉎ⶏ�楎ᩜᅑ䯿Ὑ艧鱬襭쁵⠀氀伀伀洀䱾꽬㑢ᘀ氀伀伀洀䱾꽬㑢᙭꓿屦假设洗涤时达到了沉淀平衡｜暕ѣ彙ㅙᩜᅫ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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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共振线
	2． 扩散电流与极限扩散电流
	3． conditional potential
	4． 示差吸光光度法
	5． Stokes线
	6． 单重态
	7． 陈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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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怎样分别滴定混呜扭뉎葓쫿�
	10．什么叫固定化固定相？杜瑎쁎䡏ᡰ맿ὶ䵧屴哪几种固定化方式？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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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为什么可见紫外吸光光度法的测量溶液的浓度应小于？聜晛荶葭䮑콎偎�ⱗ⡔拿ᾉ膖䵏乛荶葭䮑콎偓⡔鮐ᑟ蓿�
	13．气相色谱仪所用的浓度型与质量型检测器的原理杜瑏啎ൔ屦？使用它们做定量分析时｜晞鑬ཎ쁎䣿�
	14．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杜瑔鯿Ὓ荎⽠๎䡓텵Ὗ煔쵶蓿ὗ⡒٧遝屎ⷿ屦对于复杂的情况｜晞鑙艏喀Ά兎㮉腟煔쵖�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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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电极电位与离子活度系数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能斯特方程式表示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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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某未知物的分子式为｜晗⠀㈀㤀㠀渀浙ѧ屴一强吸收峰｜晑癓ﵶ葾퍧葟ཧ屴如下四种。请根据上述测定值｜晣ꡭ䮋⩷楶葾퍧葟༰�
	19．将2.00g一元酸HA溶于50mL水中｜晵⡮뙭뉮髿屦用标准甘汞电极作正极,氢电极作负极。当酸中和一半时｜晗⡎୭䭟需䔀㴀　⸀㔀㠀囿屦完全中和时｜昀䔀㴀　⸀㠀㈀囿屦计算试样中HA的百分含量。(已知时｜晎㨀　⸀　㘀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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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计算在pH=4且在含和(以Y表示杜瑥䡢ၒ⥮뙭뉎葮뚉ꙓ쨰ɝ蓿᭶葥�
	22．已知一试样为可能含杜瑔豶葭屢物｜晔屦时含杜瑠❧䊍⠰ɳ끫撋함㞑촀㈀⸀　　最ⱟ卵⡵㉗奄ꉏ屣ݹ㩒䋿屦以0.500mol/L的HC1溶液滴定时｜暗�脀㌀㈀⸀　洀䱮骁조뤰ɔ屦样重量的该试样｜晟卵⢑媑幏屣ݹ㩒䉥屦需要0.500mol/L的HCl溶液12.0mL滴定终点。求试样中各组分和惰性杂质的百分含量。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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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用标定溶液的浓度｜晹훿屦溶于水并稀释至100mL,移取所得溶液25.00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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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碘溶液24.83mL滴定至终点,求碘溶液的物质的量溶液。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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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以萃取光度法测定威尔逊病病人尿样中的铜含量。取尿样50.0mL,在适宜条件下分别以20.0mL萃取剂连续萃取二次(D=20)。呜扞的͓홭닿屦加入呜抐ɶ葦㺂牒䉦㺂爀⡤楜ᑔ㡑䥼ﭥ灎㨀⸀㋿屦并稀释至50mL,在512nm波长处用1.0cm比色皿测得吸光度为0.428。求该样品中的铜含量。(Cu的摩尔质量为63.55)
	27．计算CdS在总浓度为的缓冲溶液中的溶解度(忽略离子强度和的氢氧基络呜扲楶葟煔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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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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荧光熄灭
	2． Raman效应
	3． capacity factor
	4． 库仑滴定法
	5． 原子发射光谱定性分析
	6． Capacity factor
	7． 硅胶板
	8． 影响滴定曲线突跃范围的因素是什么？
	9． 指出下列化呜扲楎ⵔ⪀ﵔ㡥㙬羏莕罶葑䥾뿿ἀ⡓Ά再쎏섀�
	10．何谓超临界流体？其物理性质与气体、液体杜瑏啟ɔ屦？
	11．一个化呜扲槿屦结构不是A就是B,现给出该化呜扲楶蒐پꉙᙑ䦌ㅖ屦试确定其结构｜暋ٵ�
	12．金属指示剂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13．双聚焦质谱仪为什么能提高仪器的分辨率？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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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充电电流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时间的关系杜瑏啲祟臿ᾀﵔ⚐잖䵏乢᙭袀ᝑ䕵㕵㕭䅧敓템啰略佶葵㕒٧遥륬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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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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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已知电池｜晭䭟響屦求的。
	19．某未知溶液20.0mL,显色后稀释到50.0mL,用lcm的比色皿在一定能够波长下测得其吸光度为0.55另取呜晨㝏卹葧⩷뙭닿屦加入5.00mL浓度为的标准溶液｜晦㺂牔๛骑콒　㔀　⸀　洀䳿屦再次用1cm的比色皿测得其吸光度为0.66。求未知溶液的浓度。
	20．已知下列半电池反应及其标准电极电位为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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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溶液｜晒ꁑ敖祐华骔셶큏网皏�鿿屦设此时溶液中｜晞玈慵㕒뼀䔀㴀⸀㜀囿屦求的转化率。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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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杜琀㑎⩾쑒ٗ⡧킂犌ㅼﭾ�ⶏ�䱒ٹ뭒٧郿屦它们的k分别为0.75、1.54、2.38、3.84。问在一个n=300的与上述色谱呜晎|ﭾ�葏乓譧ⷿ屦此四组分能否达到基线分离(R=1.0)？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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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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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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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强化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总离子强度调节液
	2． 重排离子
	3． dead-stop titration
	4． 气相色谱的保留时间
	5． 荧光和磷光
	6． conditional potential
	7． 分光光度分析中的杂散光
	8． 引起电子捕获检测器基流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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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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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某化呜扲楶葾퍧葎൦⼀⠀䄀⥜ㅦ⼀⠀䈀⤀ⲋ함㥣湑皐پꉙᙑ䦌ㅖﺏ�䱒⑥괰ɞ登肉膋๓齖�
	12．何谓分析信号、干扰和噪声？▧
	13．系统误差的产生原因、特点及消除方法。
	14．在直流极谱中,当达到极限扩散电流区域后｜晾鹒ꁙᙒꁵ㕓诿屦是否还引起滴汞电极电流的改变及参加电解反应的物质在电极表面浓度的变化？在线性扭描伏安法中｜晟卵㕑䖏빒ぜ㕭䅔屦继续增加外加电压｜晦⽔⚏�ᖍ睵㕧腵㕭䅶葥㥓�쩓쉒ꁵ㕧腓쵞鑲榍⡗⡵㕧膈梗扭卞ꙶ葓��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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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DTA-金属离子的络呜扲榐ﵑ睧屴哪些特点？
	17．请回答标定时实验中的杜瑑玕頰�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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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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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试计算刻痕数为1250条1mm｜晱⚍�㨀⸀㘀浑䥨ն葎~Ꝕ豎豾ꝑ䦌ㅶ葐ቾ뾂牥捳蜰�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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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现用的EDTA滴定浓度均为的和混呜扮뙭뉎葎㩎虭袖摶葞牢瀀ⱒꁎ虠㭭卞Ꙏ㩶萀䬀䌀乣ꦅ㴰ʂ驶萀瀀䡻䥎踀　⸀ヿ屦问:MgY的条件稳定常数是多少？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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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含MnO的的矿样2.000g｜晵⡱钇跿屦得到和溶液｜晱湬롮뙭늖摓뮏읬❓ᙲ楞皑硓屦此时歧化为和｜普믿屦滤液中加入50.00mL溶液｜暏작콶葵⡮뙭뉮髿屦用去18.40mL。沉淀用溶液处理｜暏작콶葵⡮뙭뉮髿屦用去8.24mL,计算矿样中MnO和百分含量分别为多少？(MnO的相对分子质量为的相对分子质量为152.0)
	25．对某试样中的Cu含量进行了四次平行测定｜晾퍧鱎㨀㈀　⸀　㌀┰Ā㈀　⸀　㔀┰Ā㈀　⸀　㈀┰Ā㈀　⸀　┰ʋꅻ靑癞獗䝐佝Ũݑ왐佝�
	26．在pH为5的醋酸和醋酸盐缓冲溶液中｜暏�齎㩶葓٧膌ㅬ䩬㕏䵎㨀⬀　⸀㜀㠀㔀囿屦计算此电极反应的标准电极电位。
	27．某酸碱指示剂在水中存在下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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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共振线
	3． 对称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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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解释乳剂特征曲线
	6． 标准电极电位与条件电位
	7． 某物质分解电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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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简述气-液色谱分离的基本原理。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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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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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的化学位移和杜瑏啝⯿ὗ⢉邌ㅖ屴什么优越性？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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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比较ICP炬和直流电弧的优缺点。
	15．比较化学滴定、电位滴定、库仑滴定的异呜昰�
	16．简述TCD、FID、ECD、FPD、NPD检测器的基本原理及各自的特点。
	17．根据你掌握的知识｜暋핎㹏讋๒٧邋함㞘葙Ѵٗ⡎桒٧過葏屵⡔豗く䴰�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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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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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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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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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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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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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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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下列各溶液的PH。
	26．组分A和B在1.8m长色谱柱上的调整保留时间｜晓䩜뵒ْ⭎㩔賿屦记录仪走纸速度为600mm/h｜暋햋ꅻ響�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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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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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terial balance
	3． 受激虚态
	4． 单重态
	5． 荧光效率
	6． 乜璑쵠�
	7． 解释各种曲线的含义：
	8． 光谱仪一般由几部分组成？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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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目前主要杜瑔쵫�왻ꅵ㖂犌ㅧ葒㙙ݥ륬헿ὒْ⭧屴何优缺点？
	11．写出下列酸碱组分的MBE、CEB和PBE(设定质子参考水准直接写出)｜晭卞Ꙏ㨀挀⠀洀漀氀⼀䰀⤰�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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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什么是交换容量及其影响因素杜瑔鯿�
	14．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杜瑔鯿Ὓ荎⽠๎䡓텵Ὗ煔쵶蓿ὗ⡒٧遝屎ⷿ屦对于复杂的情况｜晞鑙艏喀Ά兎㮉腟煔쵖�
	15．FIA响应曲线中出现双峰和负峰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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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简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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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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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欲配制250mL下列溶液｜晛荎漏蹶葮驞ꙗ䝎㫿屦问各需称取多少克？(1)K0H；(2)；
	21．Mg原子的核外电子跃迁时吸收共振线的波长为285.21nm｜暋ꅻ靗⠀㈀㔀　　䭥癯쁓텠Ŕ豗褐œ齛健灎䭫퐰�
	22．某实验室以一新方法测定某样品中CuO的百分含量｜晾퍧鱎㨀㌀　⸀㔀㋿屦30.62,30.38,30.59,30.54,30.56,聜晎癎홙᩹쵥륬항䭟靶葨ݑ왐㱦⼀㌀　⸀㐀㠀ⲕ摛麚豥灣湦⽔♑梐惿ὥ끥륬핦⽔♛塗⡼ﭾ�ἀ⠀倀㴀　⸀㤀㔀�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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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时｜晛麚豭䭟靎屴个电池的电动势如下：
	25．和混呜扲楎一愀伀䢋핒䉮뚉ຌ芑硞ꚁ깸녠⟿屦用0.02500mol/L的碘标准溶液滴定｜晵⡓묀㈀　⸀　　洀䳿屦滴完后使成酸性｜晒ꁑ斏작케䬀䥏罧遑屦反应完全后以滴定｜晵⡓묀㌀　⸀　　洀䳿屦计算样品中和的质量(导知摩尔质量：)。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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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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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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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条件电极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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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置信区间
	4． 指示剂的封闭
	5． 气相色谱速率方程
	6． Ion pair chromatography
	7． 色谱分析中的死体积
	8． 试说明影响红外吸收峰强度的主要因素。
	9． FIA与传统的连续流动方法之间的特征区别是什么？
	10．测定化呜扲楾퍧葎�ⲗ�腵⡒ご魎豾ㇿὛ荎ҁ屴什么作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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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为了使终点颜色变化明显｜晏罵⡔㢖䑣ݹ㩒䉞鑬པ鮕飿�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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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用为预氧化剂｜晎㩮驒䋿屦试简述测定和混呜扭뉎ⴰŶ葥륬핓齴ذ�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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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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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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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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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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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的石英棱镜、的玻璃棱镜和2000条/mm的光栅｜晒ڏꡳ蜀㐀㘀　⸀㈀　渀浔谀㐀　　⸀㌀　渀浙Ѷ葎⑧憕ɓ템Ѿ뿿屦试计算它们的大小。已知石英和玻璃在该光区的色散分别为1.3×和。
	21．滴定0.1560g草酸的试样｜晵⡓묰ɬ䊃䦑碋함㝎蒍⢑콒٥瀰�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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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计算下列物质峰相对于的丰度。
	24．在硝酸介质中与不呜晭卞ꙶ葢䁟扢ၶ葓٧膌ㅬ葓䩬㕏䵐㱙艎�
	25．已知A、B二组分在呜晎d쵏屧慎୶葒ڑ䵼ﭥ灎㨀㐀㕔谀㔀　Ⱨ푎㨀㌀　Ȿ뾐Ꙏ㨀㜀挀洀⼀珿屦理论塔板高度为0.5mm,要使二者分离度为1.0,求：
	26．某pH计的标度每改变一个pH单位,相当于电位的改变为60mV。今欲用响应斜率为50mV/pH的玻璃电极来测定pH为5.00的溶液｜暑익⠀倀䡎㨀㈀⸀　ぶ葨ݑ왮뙭뉧敨ݛ髿屦测定结果的绝对误差为多大？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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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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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DTA-金属离子的络呜扲榐ﵑ睧屴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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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由n个原子组成的分子｜晗⡾ꉙᙑ䦌ㅎⶀﵧ屴多少基本振动形式？反映在红外光谱中的吸收峰杜瑥ᩘ鹙ᩢᙑ콜ᇿ屦解释其原因。
	14．什么是空白试验和对照试验？
	15．用气相色谱法定量｜晞㢑익⡎쁎䡥륬헿ὑ饑穀൹Ɛɵ⢃͖ꅻ靑江༰ɵ⢚�䡭뉶犌ㅬ항䭛骃潲楔⮑쿿屦常采用什么方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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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以萃取光度法测定威尔逊病病人尿样中的铜含量。取尿样50.0mL,在适宜条件下分别以20.0mL萃取剂连续萃取二次(D=20)。呜扞的͓홭닿屦加入呜抐ɶ葦㺂牒䉦㺂爀⡤楜ᑔ㡑䥼ﭥ灎㨀⸀㋿屦并稀释至50mL,在512nm波长处用1.0cm比色皿测得吸光度为0.428。求该样品中的铜含量。(Cu的摩尔质量为63.55)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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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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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考虑的水解｜暋ꅻ靗⡾꽬㑎葮뚉ɶ�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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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00mL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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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下列电池的电动势为0.482V｜晬䉶萰�
	26．一定量纯的样品可析出沉淀1.041g,若呜晨㞍⢑콶葨㝔쇿屦用标准溶液滴定｜晒ᦗm袀ᝨݑ왮뙭뉙ᩜᅫ䟿Ὕ洀䲚�ゑ碔빨ݑ왮뙭뉶华踰�
	27．计算下列标准缓冲溶液的PH(考虑离子强度的影响)｜晞癎ݑ왐㱫풏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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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USB接口电路杜瑔魏ᡰ맿�
	13．简述TCD、FID、ECD、FPD、NPD检测器的基本原理及各自的特点。
	14．试列出影响色谱峰区域扩张的各种因素。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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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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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本实验室杜璈桎ⵢ䁒ѹ쵒٧過栰ɳ끧屴一些(类)物质需采用这些仪器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分析。请为这些物质遜瑢丹鑶葒٧過棿屦并简要说明为什么做这样的遜瑢⡓屴多种遜瑢⧿�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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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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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将2.00g一元酸HA溶于50mL水中｜晵⡮뙭뉮髿屦用标准甘汞电极作正极,氢电极作负极。当酸中和一半时｜晗⡎୭䭟需䔀㴀　⸀㔀㠀囿屦完全中和时｜昀䔀㴀　⸀㠀㈀囿屦计算试样中HA的百分含量。(已知时｜晎㨀　⸀　㘀　�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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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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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某酸碱指示剂在水中存在下列平衡：
	24．在pH=10.0的氨缓冲溶液(终点时杜瑮㡹뭬⠀⥎ⷿ屦用EDTA滴定呜晭卞ꙮ뙭닿屦分别计算滴定至化学计量点附近0.1%时的pCu和值｜暂罵⠀倀䄀乎㩣ݹ㩒䋿屦计算滴定的终点误差。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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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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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称取含杜瑎᥎貑硎貔ꁶ큔谀一愀䌀汶葭屢试样0.3029g｜普뚉屦通过强酸型阳离子交换树脂｜晥㚖왭䅑舘눰ɵ⠀　⸀　　　洀漀氀⼀䱶萀一愀伀䡨ݑ왮뙭뉮骁ⱎSᙛ暋ꆑ콰륥屦耗去NaOH标准溶液28.30mL；继续滴定至第二化学计量点｜晑煭袀ᜀ一愀伀䡨ݑ왮뙭눀㐀㈀⸀㌀㘀洀䰰ɬ䊋함㝎ⵎ᥎貑硎貔ꁶ큔谀一愀䌀汶葶繒ٔ⮑켰�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Material balance
	2． 示差吸光光度法
	3． proton balance equation
	4． 共沉淀与后沉淀
	5． 荧光量子产率
	6． 荧光效率
	7． 原子谱线的多普勒变宽
	8． 简述疏水柱色谱分离原理？
	9． t分布与正态分布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10．影响滴定曲线突跃范围的因素是什么？
	11．简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仪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12．什么是金属指示剂的封闭现象和僵化现象？应如何解决？
	13．碘量法中的主要误差来源杜瑔鯿ᾑ䵒㘰Ũݛ驔豏�塓쩨ݑ왮뙭뉥屦应注意哪些事项？
	14．计算机的系统总线起什么作用？
	15．t分布与正态分布的区别与联系。
	16．分光光度计的主要部件杜瑔鯿ὔҐ葏屵⡦⽎쁎䣿�
	17．下面乜瑟⁾ꉙᚌㅖ﹒ْ⭎㩵㊂Ƃ婔豎豟ɬゑ碑濿屦试区别之｜晻肏ٵ�
	18．称取试样1.2647g,将其在氧气流中灼烧所产生的气体通入溶液中｜晏羏�龁屦取10mL还原产物以标准溶液滴定｜晭袀ᝮ뙭눀㈀㈀⸀㐀　洀䳿屦计算试样中的质量分数｜暂屴Sb计算,结果为多少？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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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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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若用的石英棱镜、的玻璃棱镜和2000条/mm的光栅｜晒ڏꡳ蜀㐀㘀　⸀㈀　渀浔谀㐀　　⸀㌀　渀浙Ѷ葎⑧憕ɓ템Ѿ뿿屦试计算它们的大小。已知石英和玻璃在该光区的色散分别为1.3×和。
	22．某气相色谱柱中流动相体积是固定相体积的20倍｜暏絬ᑭ䆐㨀㔀⸀　挀洀⼀珿屦柱的理论塔板高度为0.60mm｜晎⑾쑒ٗ⡧葒ڑ䵼ﭥ火푦⼀⸀ㇿ屦后出柱组分的分配系数为120。问要使 两组分完全分离｜昀⠀⥧偧\ᆗY᪕翿ἀ⠀㈀⥻ⱎ豾쑒ٶ葏�奥⽙ᩜᇿ�
	23．在溶液中｜晭卞Ꙏ㫿屦在一对Pt电极上电解｜晗⠀䌀畓쨀倀瑵㕧腎੧遑勇蒏익㕏䵒ْ⭎㨀　⸀㠀㔀噓쨀　⸀㐀　囿屦在Cu上析出的过电位为0.60V,试问：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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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称取l.234gPbO和的混呜扲槿屦用溶液处理｜晜ڏ�齎㨰ɮ뙭뉵⡬⡬㑎ⵔ豔屦使所杜瑶葛骑콬襭쁎㩬襭샿屦过滤｜普늑硓ᙔ屦用溶液滴定｜晵⡓묀　⸀　　洀䰰ɬ襭쁵⢑确뚉屦用呜晨㝶葮뙭뉮髿屦用去30.00mL。计算混呜扲楎ⴀ倀戀低葔⮑켰�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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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在PH=10.0的氨性缓冲溶液中｜晎턀吀⠀䔀䈀吀⥎㩣ݹ㩒䋿屦以滴定｜暕조릋㩙ᩜᇿᾂ⡶屦条件下滴定的是｜晑百조릋졎㩙ᩜᇿὫ푙⟿屦为什么滴定比滴定的终点误差反聜暉腙⟿ἀ⡥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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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荧光和磷光
	2． 陈化
	3． bonded phase chromatography
	4． 标准电极电位与条件电位
	5． 分光光度分析中的杂散光
	6． 共振线
	7． significant figure
	8． 极谱干扰电流杜瑔鯿ᾋْ⮋舘袖摛荎葥륬픰�
	9． 一个化呜扲槿屦结构不是A就是B,现给出该化呜扲楶蒐پꉙᙑ䦌ㅖ屦试确定其结构｜暋ٵ�
	10．简述氢化物发生法的工作原理、特点及注意事项。
	11．试从原理、仪器构造和应用方面比较红外吸收光谱法和紫外-可见光谱法的异呜昰�
	12．杜瑥䡥灣湶葙Ѵ٬핒ᤰ�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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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指出下列化呜扲楎ⵔ⪀ﵔ㡥㙬羏莕罶葑䥾뿿ἀ⡓Ά再쎏섀�
	15．影响离子交换树脂交换速度的因素杜瑔鯿�
	16．试与一般液液萃取比较,说明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基本特点。
	17．请设计一种化学分析方法测定铁铵矾的含量(要求：用简单流线图表示操作过程｜晓բ뙒䈰Ũݑ왮뙭눰ţݹ㩒䉻䧿屦并写出计算关系式)。
	18．等浓度滴定｜暂⠀瀀䠀㴀㔀⸀で慎屦是多少？可否准确滴定？若准确滴定允许的最低pH为多少？(,pH=5.0时｜替ᬀ瀀䠀㴀㘀⸀づ屦｜昀瀀䠀㴀㝥屦3.32；pH=8时｜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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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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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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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在PH=5.0的缓冲溶液中｜晵⡶萀䔀䐀吀䅮髿屦以二甲酚橙作指示剂｜晗⡎ஏ앑땎屦终点误差各是多少？
	23．用硝酸银溶液电位滴定碘化钾溶液｜晎桖褐Ŧ癏厁鱸页㕧腎㩣ݹ㩵㕧臿屦饱和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如果碘电极的响应斜率为60.0mV｜暋ꅻ靮驟Y쭥貋ꆑ콰륥葵㕬恵㕒ꡒ뼰ɞ癣ݑ喝页㕧腶葫掍ἰ�
	24．混呜扻䥏卹葶萀䔀䐀吀䅔豶葮뙭닿屦假设溶液为pH=10的缓冲溶液｜晑癎㡹뭭卞Ꙏ㨰ʋ햋ꅻ響�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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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0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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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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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分析化学五套冲刺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受激虚态
	2． 异裂
	3． 扩散电流与极限扩散电流
	4． conditional potential
	5． 边缘效应
	6． 解释乳剂特征曲线
	7． 荧光熄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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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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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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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质谱仪由哪些部分组分｜晎㩎쁎䡟얘筗⢍薚�ὺ窏�䱭䮑쿿�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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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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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双聚焦质谱仪为什么能提高仪器的分辨率？
	15．简述四极滤质器(四极杆质量分析器)的工作原理。色谱-质谱联用仪器(如GC-MS或LC-MS)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是什么？
	16．何谓超临界流体？其物理性质与气体、液体杜瑏啟ɔ屦？
	17．简述在重量分析中杂质玷污沉淀的原因及消除方法。
	18．—定量的纯样品可析出沉淀1.041g｜暂屦样重量的样品｜晵⡨ݑ왮뙭뉮髿屦则需消耗标准溶液多少毫升？已知每1mL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相当于。
	19．下列乜瑹쵿ፑ뉮뙭뉶萀瀀䡔ю㩙ᩜᇿὙ艒ْ⭒ꁑ敮뙭눀Ɱ뙭뉶萀瀀䡔ѓ�㩙ᩜᇿ�
	20．在PH=10.0的缓冲介质中｜晎騀㔀　⸀　　洀䱔屦浓度金属离子溶液。已知在此条件下络呜打쵞钏�䱛豑栀ⱟ卒ꁑ攀䔀䐀吀䅮뙭뉎츀㐀㤀⸀㤀㔀洀䱒　㔀　⸀　㔀洀䱥ⲋꆑ콰륒䵔葥㥓�蘀㉎⩓問䷿屦计算络呜扲楶葺㍛驞㡥灎㪂爰Ȁ⡎Ά其葑癎홒潓쵞鐀�
	21．采用100cm长的色谱柱分离某多组分混呜扲槿屦流动相流速为90cm/min｜暂犌ㅧ葴ڋ멘呧罥灎㨀㘀　　Ɑ屢物最后洗出组分的｜晧�빒ٹ뭲榍⡛略蓿屦试估算:(1)若要求最难分离物质的分离度R=1和1.5,其分离时间各为多少？(2)优化色谱条件｜晧�빒ٹ뭲榍⡛略葎䝎㨀⸀㈀㔀ⱛ鹳끎એٹ뭞ꙶ葒ٹ뭥㩙ᩜᇿἀ⠀㌀⥑癎홧慎�屦降低流动相流速至60cm/min｜晑癧䡘鹒ꁒ　㌀　　ぴڋ멘呧翿屦实现上述分离度的分离时间为多少？
	22．捜瑖ﵛ뙨ݑ욉쑛髿屦化学试剂的含量:99.50%～100.5%为一级(GR);99.00%～100.5%为二级(AR);98.00%-101.0%为乜瑾꜀⠀䌀倀⤰ɳ끎항䭛髿屦称取试样1.012g,在酸性介质中用溶液滴定｜暁조륥袀ᜀ㌀㔀⸀㜀　洀䰰ʋꅻ靫摎Ꝕ셎蒍⢑콒٥烿屦并判断此产品符呜扔~ꝓᙛ暋핒䉨ݑ옰�
	23．已知一试样为可能含杜瑔豶葭屢物｜晔屦时含杜瑠❧䊍⠰ɳ끫撋함㞑촀㈀⸀　　最ⱟ卵⡵㉗奄ꉏ屣ݹ㩒䋿屦以0.500mol/L的HC1溶液滴定时｜暗�脀㌀㈀⸀　洀䱮骁조뤰ɔ屦样重量的该试样｜晟卵⢑媑幏屣ݹ㩒䉥屦需要0.500mol/L的HCl溶液12.0mL滴定终点。求试样中各组分和惰性杂质的百分含量。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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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用法测定铁矿石中含量｜晹횔셷ｷ함㜀⸀　　　最Ⱶ⢑确뚉屦以把还原为｜晑赵⡨ݑ왮뙭뉮騀Ⲃ置驻ꅎ੭袀葮뙭뉏卹⡥灐㱎灙絻䥎躋함㝎蒍⢑콒٥烿屦则配制的溶液的浓度为多少？
	26．称取含杜琀一愀䌀汔谀一愀䈀牶蒋함㜀　⸀㔀㜀㜀㘀最Ⱶ⢑춑콬항䭛髿屦得到二者的银盐沉淀为0.4403g;另取呜晨㞍⢑콶蒋함㟿屦用沉淀滴定法测定｜晭袀ᝮ뙭눀㈀㔀⸀㈀㔀洀䰰ɬ䈀一愀䌀汔谀一愀䈀牶蒍⢑콒٥瀰�
	27．混呜扭뉎葭卞ꙗ䝎㫿屦欲用等浓度的EDTA遜瑢驑癎蓿屦加入NaF掩蔽。试通过计算回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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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仪器分析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什么是电渗流？它是怎样产生的？
	2． 试回答色谱流出曲线可以提供哪些信息？
	3． 气相色谱毛细管柱与普通填充柱相比｜晑癏ᡒ뽗⡔쳿�
	4． 杜瑧㩒ٛ傍⢌ㅎ葎㮉膈슉扟༰�
	5． 为什么不能测定电极的绝对电位？通常使用的电极电位是如何得到？
	6． 特征区与指纹区是如何划分的？在光谱解析时杜瑏問屵⣿�
	7． 某化呜扲楶蒍⢌ㅙ艖﹢䁹㫿屦试推测其结构并说明峰归属。
	8． 说明导数光谱的特点。
	9． 如何利用红外吸收光谱区别烷烃、烯烃及炔烃？
	10．原子发射光谱法中的定性、定量方法？
	11．试计算在1.9406T的磁场中下列各核的共振频率：、、、｜戰İİŶ葸셗㩥쭫푒ْ⭎㨰İ�
	12．设溶液中pBr=3,pCl=1.如用溴离子遜瑢❵㕧腭䭛騀䈀爀뭛偭㭞ꘀⱜَꝵὙᩙ➋㽝㕧腶蒐屴择性系数KBr-,Cl-=6×10-3.

	2024年仪器分析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能否通过测定电池电动势求得弱酸或弱碱的电离常数？试举例说明。
	2． 请分别阐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荧光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单色器在仪器中相对于其他部件所在的位置及起到的作用。
	3． 简单说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荧光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定量原理和依据是？
	4． 试比较正相色谱与反相色谱。
	5． 紫外可见光光度法分析中遜瑢䭛马罶葓齒ᥦ⽎쁎䣿�
	6． 毛细管柱气相色谱杜瑎쁎䡲祰맿Ὣ�왻ꅧ㩎쁎䡫푘歑䕧屴更高的柱效？
	7． “四要素”所揭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8． 电位分析法的优点是什么？
	9． 硅胶薄层板可用下列六种染料来测定板的活度｜晨㥣湛荎葾퍧蓿屦请推测一下｜晟华浹쵧퍥饭屢物点在薄板上｜晎릑髿ං屢4:1｜瑎㩭䅒꡶屦六种染料的Rf值次序｜晞皋ٵ�
	10．下列哪一组原子核不产生核磁共振信号｜晎㩎쁎䣿�
	11．当质量为100amu的一价正离子｜晾케㘀　　　噵㕓譒ꂐὔะʏ�敟㩞Ꙏ㨀⸀㈀呶葸셗㨰ʋ햋ꅻ鞋뭛偶蒏梐卓䩟萰�
	12．.当遜瑵⠀䰀椀䙦癏叿屢2d=4.02埃｜瑏屎㪈䵜Ѧ癏卭䭛骏�塜Ѿ뽥屦在衍射角为30度处能测到哪些波长的X射线？(连续X射线的最小波长为0.31埃)

	2024年仪器分析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简述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测试方法的一般步骤
	【答案】
	2． 光谱分析法的主要过程
	3． 胶束电动色谱和毛细管区带电泳的区别是什么？
	4． 与经典分析化学相比｜晎桒٧遑睧屴哪些特点？
	5． 简述毛细管电泳的分离机制和特点以及与色谱的区别。
	6．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的原理及特点是什么？
	7． 什么是分离度？要提高分离度应从哪两方面考虑？
	8． 毛细管电泳的进样方式杜瑔췿�
	9． 说明式中K与Vs在各类色谱法中的含义杜瑏啎ൔ屦？
	10．在气相色谱分析中｜晞鑙艏喐屴择载气流速与柱温？
	11．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元素M时｜晵ㅧ⩷함㝮뙭뉟青ぶ葔㡑䥞ꚋﭥ灎㨀　⸀㐀㌀㗿屦聜晗⠀㤀洀汧⩷뉎ⵒꁑ攀洀汭卞Ꙏ㨀　　洀最⼀䱶萀䵨ݑ왮뙭뉔屦混呜扮뙭뉗⡶屦条件下测得的吸光度为0.835.求未知试样中M的浓度是多少？
	12．在遜瑛驶葧O獛麚豧慎ରɵ⡰歱こ齛偔㡥㙒ّ䥞Ꙭ항䮕䅮뙭닿屦测得透光率为40.0%用此法测定某试样中镁的含量｜找Ꙏ㨀　⸀　　㔀◿屴｜暂홨㞑콾Ꙏ㨀　⸀㔀朰ɳ끧屴10ml｜昀㔀　洀汔谀㈀㔀　洀氀㍎⩛릑콴屦遜瑢⩛릑콴T屢适？｜扣Ꝓ㙔㡑䥞ꙗ⠀　⸀㔀縀　⸀㘀ゃ͖藿屴

	2024年仪器分析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简述紫外吸收检测器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2． 简述荧光检测器组成与工作原理。
	3． 请简述色谱踏板理论及其对色谱实验的指导意义。
	4． 荧光强度和分子结构之间杜瑎쁎䡑獼ﯿ�
	5． 电位分析法测量原理是什么？
	6． 气相色谱定量分析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引入定量校正因子？常用的定量方法杜瑔췿ὔї⡏啹쵠앑땎鑵⣿�
	7． 简述使用甘汞电极的注意事项。
	8． 试讨论反相HPLC的分离条件的遜瑢�
	9． 简述仪器分析法的特点。
	10．试用红外吸收光谱区别羧酸、酯、酸酐。
	11．用氧氮测定仪测定某一样品中的氧含量｜昀にⅭ䭛驶葾퍧鱒ْ⭎㨀㈀㌀⸀㔰Ā㈀㈀⸀㔰Ā㈀⸀㈰Ā㈀⸀㘰Ā㤀⸀㐰Ā㈀㈀⸀㈰Ā㈀　⸀㜰Ā㈀㐀⸀㐰Ā㈀　⸀ㅔ谀㈀㘀⸀㐀瀀瀀洀ⲋꅻ非獗䝐㱔豨ݑ왐佝�
	12．在测定苯、甲苯、乙苯、邻二甲苯的峰高校正因子时｜晹홶葔Ѿ쑒ٶ葾꽲榍⢍⢑쿿屦以及在一定色谱条件下所得色谱图上各组分色谱峰的峰高分别如下：求各组分的峰高校正因子｜晎㩨ݑ옰�

	2024年仪器分析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论述真空系统对质谱仪的重要性。
	2． 论述磁分析器、四极滤质器、飞行时间质量分析器在仪器结构、工作原理上的差异。
	3． 原子吸收光谱法的物理、化学干扰都杜瑔鯿Ὑ艏啭袖摞牢烿�
	4． 说明荧光发射光谱的形状通常与激发波长无关的原因。
	5． 请简述质谱仪的主要性能指标
	6． 红外光谱分析可以提供何种信息？
	7． 仪器分析方法的分类依据是什么？
	8． 下列那些参数可使塔板高度减小?
	9． 基频峰的分布规律杜瑔鯿�
	10．气相和液相色谱的检测器杜瑔췿ὔѧ屴何优点？
	11．测得石油裂解气的气相色谱图｜扒䶗扖�⩾쑒َ㩾쾏있灑케⼀㒀屦得到｜瓿屦经测定各组分的f值并从色谱图量出各组分峰面积为：
	12．杜瑙艎ୣ쾏稜ﺋꅻ靑癣쾏累䵿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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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仪器分析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ÿ屴
	1． 试论述色谱速率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对色谱法的指导意义
	2． 影响荧光强度的因素和荧光猝灭的主要类型
	3． 请简述pH玻璃电极的实用定义？
	4． 简述毛细管电泳的分离机制和特点以及与色谱的区别。
	5． 简述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6． 在气相色谱分析中｜晞鑙艏喐屴择载气流速与柱温？
	7． 简述用库仑滴定法测定化学需氧量｜戀䌀伀䓿屴原理和计算COD的表达式。
	8． 何谓分析化学发展的“四要素”？为何“分析对象”处于中心位置？
	9． 什么是分析化学发展的“乜瑫⅓�椰Ŗ�⪖㙫뗿ἠ�
	10．各类基本类型色谱的分离原理杜瑏啟ɔ屦？
	11．FT-90Q型核磁共振仪。90是质子的共振频率｜戀䴀䠀竿屴试计算仪器的磁场强度是多少？在相呜晶葸셗㩟㩞Ꙏ୶葑煣⾘酳蝦⽙ᩜᇿ屢已知的磁旋比分别为｜�
	12．当质量为100amu的一价正离子｜晾케㘀　　　噵㕓譒ꂐὔะʏ�敟㩞Ꙏ㨀⸀㈀呶葸셗㨰ʋ햋ꅻ鞋뭛偶蒏梐卓䩟萰�

	2024年仪器分析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賿屴
	1． 为什么不能测定电极的绝对电位？通常使用的电极电位是如何得到？
	2． 说明荧光发射光谱的形状通常与激发波长无关的原因。
	3．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主要组成部分。
	4． 简述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的优势。
	5． 简述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测试方法的一般步骤
	【答案】
	6． 简述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气相色谱法的主要异呜晰뤰�
	7． 说明容量因子的物理含义及与分配系数的关系。为什么容量因子(或分配系数)不等是分离的前提？
	8． 气相色谱仪主要包括哪几部分？简述各部分的作用。
	9． 薄层色谱的显色方法杜瑔鯿�
	10．用离子遜瑢❵㕧腭䭛驹뭛偭㭞ꙥ屦若使用标准加入法｜暋핵⡎y쵧{聓啥륬핬䉑冀㕧腔쵞鑶葛麖䕥鱳蜰�
	11．在一根2m长的色谱柱上｜昀䄰Ā䈰Ā䌰Ŏ屴组分的保留时间分别为2.42min、3.21min、5.54min；峰宽分别为0.12min、0.21min、0.48min。另测得甲烷的保留时间为1.02min。求：
	12．激发原子和分子中的价电子产生紫外可见光谱需要激发能量为1.5~8.0eV。问其相应的波长范围是多少？

	2024年仪器分析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屴｜�
	1． 杜瑧㩒ٛ傍⢌ㅎ葎㮉膈슉扟༰�
	2． 简述蒸发光散射检测器的组成与工作原理。
	3． 气相色谱中色谱柱的使用上限温度取决于什么？
	4． 请分别阐述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荧光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单色器在仪器中相对于其他部件所在的位置及起到的作用。
	5． 论述磁分析器、四极滤质器、飞行时间质量分析器在仪器结构、工作原理上的差异。
	6． 质谱法中离子杜瑑췿�
	7． 常用的HPLC定量分析方法是什么？哪些方法需要用校正因子校正峰面积？哪些方法可以不用校正因子？
	8． 简述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定性鉴定未知物方法。
	9． 何谓化学键呜扶㡵⡶葓ᙛ暕⹔屢相杜瑔쵼筗诿ὒْ⡎蹔魭뉶犌ㅬ핎ⷿ�
	10．吸收光谱分析法的特征是什么？杜瑓َ㩔췿�
	11．称取维生素C0.0500g溶于100ml0.005mol/L的硫酸溶液中｜晓혀㈀⸀　　洀汛驛릁　　洀汔屦用1.0cm石英比色皿在245nm波长处测得吸光度值为0.551｜晝㡑䥼ﭥ瀀愀㴀㔀㘀　䰀最ⴀ 挀洀ⴀʋꅻ靨㝔셎ώ 䍶蒍⢑콶繒٥瀀�
	12．25 C时｜晵⡬⽵㕧腭䭛驔⭶큵檃Ѭ䅎萀䌀氠ᑔ⮑켰ɓ혀　⸀　洀汵檃Ѭ䅭䭟靵㕒ꡒ뽎㨀ⴀ㜀⸀㈀洀盿屦若向其中加入0.100mL0.100mol/L的NaCl溶液｜晑赭䭵㕒ꡒ뽎㨀ⴀ㌀㔀⸀㔀洀瘰ʋꅻ靫콓䝵檃Ѭ䅎ⵢ䁔⬀䌀氠ᑶ葫䭥瀰�

	2024年仪器分析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扖�屴
	1． 仪器分析方法类型及其分类依据。
	2． 色谱法可以分为哪些类型｜晑癢䂐畟ꩶ葒ټ筓齒ᥦ⽎쁎䣿�
	3． 请简述电分析化学方法的特点。
	4． 气相色谱中常采用程序升温原因？
	5． pH玻璃电极基本构造和作用原理。
	6． 为什么测量一电池的电动势不能用一般的电压表？应用什么方法测量之？
	7． 毛细管电泳的检测器杜瑔췿ὔѧ屴何优点？
	8． 在气相色谱中｜晙艏喐屴择固定液？
	9． 举例说明为何共轭效应的存在常使一些基团的振动频率降低。
	10．如何在谱图上区别异丙基及叔丁基？
	11．在一根2m长的色谱柱上,分析一个混呜扲椀ⱟ青ぎ灣渀㪂ŵ㊂œ쩎如葏�奥ْ⭎㨀ㄠᤀ㈀〠ᰀⰀ㈠᠀㈠ᵓ쨀㌠ᤀㄠ᭓䩜뵎㨀　⸀㈀挀洀Ⰰ　⸀㈀㤀挀洀Ⰰ　⸀㐀　㤀挀淿屦已知记录纸速为1200mm.h-1,求色谱柱对每种组分的理论塔板数及塔板高度。
	12．钠原子在火焰中被激发时｜晟卛荵㌀偯쁓텠ƍ쎏셒し褐Ā㌀协뾏遜Ѐ㔀㠀㤀⸀㘀渀涞쑑䧿屦试计算此光的激发电位。｜扎攀噎㩓問䷿屴

	2024年仪器分析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扎铿屴
	1．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干扰及消除方法
	2． 请简述质谱仪的主要性能指标
	3． 原子吸收的背景杜瑔쵥륬핓Ⅻ揿�
	4． 常见分光系统的组成及各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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