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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分析化学》考试大纲 

(包括“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部分) 

“化学分析”部分 

该考试大纲适用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分析化学及其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析化学

是化学类各专业的重要主干基础课，化学分析部分主要内容包括：采样、误差与数据处理、质量

保证、滴定分析法、重量分析法、吸光光度法、分离与富集方法等。要求考生牢固掌握其基本的

原理和测定方法，建立起严格的“量”的概念，掌握分析化学中的数据处理与质量保证。能够运

用化学平衡的理论和知识，处理和解决各种滴定分析法的基本问题，包括滴定曲线、滴定误差、

滴定突跃和滴定可行性判据，掌握重量分析法及吸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了解常见的分离

与富集方法。正确掌握有关的科学实验技能，具备必要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概论 

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分析方法的分类，滴定分析概述，基准物质。 

二、分析试样的采集与处理 

    分析试样的采集、制备、分解及预处理。 

三、分析化学中的误差与数据处理 

分析化学中的误差，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数据处理。回归分析，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

方法。 

四、分析化学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分析过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标准方法与标准物质，不确定度和溯源性。 

五、酸碱滴定法 

溶液中的酸碱反应与平衡，平衡浓度与分布分数，溶液中 pH的计算，对数图解法，酸碱缓

冲溶液，酸碱指示剂，酸碱滴定基本原理，终点误差，酸碱滴定法的应用，非水溶液中的酸碱滴

定。 

六、配位滴定法 

配位滴定中的滴定剂，配位平衡常数，副反应系数和条件稳定常数，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

准确滴定与分别滴定判别式，配位滴定中酸度的控制，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途径，配位滴定方

式及其应用。 

七、氧化还原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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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还原平衡，氧化还原滴定原理，氧化还原滴定法中的预处理，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

氧化还原滴定结果的计算。 

八、沉淀滴定法和滴定分析小结 

沉淀滴定法，滴定分析小结。 

九、 重量分析法 

    重量分析概述，沉淀的溶解度及其影响因素，沉淀的类型和沉淀的形成过程，影响沉淀纯度

的主要因素，沉淀条件的选择，有机沉淀剂。 

十、 吸光光度法 

光吸收的基本定律，分光光度计及吸收光谱，显色反应及其影响因素，光度分析误差控制，

其它吸光光度法和光度分析法的应用。 

十一、分析化学中常用的分离和富集方法 

   气态分离、沉淀分离、萃取分离、离子交换分离、色谱分离、气浮分离、膜分离等。 

 

 考试要求： 

一、概论 

了解分析化学的任务和作用，分析方法的分类。明确基准物质、标准溶液等概念，掌握滴定

分析的方式、方法及对化学反应的要求。掌握标准溶液配制方法、浓度的表示形式及滴定分析的

相关计算。 

二、分析试样的采集与制备 

了解分析试样的采集、制备、分解及测定前的预处理。 

三、分析化学中的误差与数据处理 

了解误差的种类、来源及减小方法。掌握准确度及精密度的基本概念、关系及各种误差及偏

差的计算，掌握有效数字的概念、规则、修约及计算。掌握总体和样本的统计学计算。了解随机

误差的正态分布的特点及区间概率的概念。掌握显著性检验、可疑值取舍、回归分析法。掌握提

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四、分析化学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了解分析过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掌握标准方法与标准物质，了解不确定度和溯源性。 

五、酸碱滴定法 

了解活度的概念和计算，掌握酸碱质子理论。掌握酸碱的离解平衡，酸碱水溶液酸度、质子

平衡方程。掌握分布分数的概念及计算以及 pH值对溶液中各物质存在形式的影响。掌握缓冲溶

液的性质、组成以及 pH值的计算。掌握酸碱滴定原理、指示剂的变色原理、变色范围及指示剂

的选择原则。掌握各种酸碱滴定曲线方程的推导。熟悉各种滴定方式，并能设计常见酸、碱的滴

定分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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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位滴定法 

了解配位滴定中的滴定剂。熟练掌握配位平衡中的平衡常数、副反应系数和条件稳定常数的

计算。掌握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和化学计量点时金属离子浓度的计算，掌握提高配位滴定选择

性的方法，学会配位滴定误差的计算。掌握配位滴定的方式及其应用和结果计算。 

七、氧化还原滴定法 

掌握氧化还原平衡的概念，了解影响氧化还原反应进行方向的各种因素。理解标准电极电势

及条件电极电势的意义和它们的区别，熟练掌握能斯特方程计算电极电势。掌握氧化还原滴定曲

线，了解氧化还原滴定中指示剂的作用原理。学会用物质的量浓度计算氧化还原滴定分析结果的

方法，掌握氧化还原滴定终点的误差计算方法。了解氧化还原滴定前的预处理，熟练掌握 KMnO4

法、K2Cr2O4法及碘量法的原理和操作方法。 

八、沉淀滴定法和滴定分析小结 

掌握沉淀滴定法原理、应用及滴定分析法的异同。 

九、重量分析法 

    了解重量分析的基本概念，熟练掌握沉淀的溶解度的计算及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了解沉

淀的形成过程及影响沉淀纯度的因素，掌握沉淀条件的选择。熟练掌握重量分析结果计算。 

十、吸光光度法 

了解光的特点和性质，熟练掌握光吸收的基本定律；理解引起误差的原因。了解比色法和分

光光度法及其仪器，掌握显色反应及其影响因素。熟练掌握光度测量和测量条件的选择。掌握吸

光光度法测定弱酸的离解常数、络合物络合比的测定、示差分光光度法和双波长分光光度法等应

用。 

十一、分析化学中常用的分离和富集方法 

了解分析化学中常用的分离方法：沉淀分离与共沉淀分离、溶剂萃取分离、离子交换分离、

液相色谱分离的基本原理。了解萃取条件的选择及主要的萃取体系。了解离子交换的种类和性质

以及离子交换的操作。了解纸色谱、薄层色谱及反向分配色谱的基本原理。 

 

 

参考书目 

  分析化学（上册），2016年第 6版，武汉大学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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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部分 

该考试大纲适用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分析化学及其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仪器分

析是分析化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化学和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分析化学的发展方向。

涉及的分析方法是根据物质的光、电、声、磁、热等物理和化学特性对物质的组成、结构、信息

进行表征和测量，是继化学分析后，学生必须掌握的现代分析技术。要求考生牢固掌握各类仪器

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仪器的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仪器分析方法的应用对象及分析过程要有

基本的了解。可以根据样品性质、分析对象选择最为合适的分析仪器及分析方法。 

 

考试内容 

一、 绪论 

分析化学发展和仪器分析的地位，仪器分析方法的类型，分析仪器。 

二、光谱分析法导论 

电磁辐射的性质，光谱分析法，光谱分析仪器。 

三、原子光谱 

原子发射光谱法的基本原理、仪器、干扰及消除方法，光谱分析方法及应用。 

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基本原理、仪器、干扰及消除方法，光谱分析方法及应用。 

原子荧光光谱法的基本原理、仪器及其定量分析。 

四、X射线光谱，原子质谱及表面分析方法 

X射线光谱的基本原理、仪器结构及应用。 

原子质谱法的基本原理、仪器及应用。 

光电子能谱法，二次离子质谱法，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近场光学显微镜及激光

共焦扫描显微镜的原理及应用。 

五、分子发光分析法 

分子发光基本原理，分子荧光，磷光分析法，化学发光分析法。 

六、紫外-可见吸收光谱法 

    紫外-可见分子吸收光谱的产生，光吸收定律，仪器构造及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应用。 

七、红外吸收光谱及拉曼光谱法 

红外光谱基本原理，仪器，试样的制备，红外吸收光谱法的应用。 

拉曼光谱的基本原理、仪器及应用。 

八、核磁共振波谱法 

核磁共振基本原理，化学位移和核磁共振谱，简单自旋偶合和自旋分裂，核磁共振波谱仪和

试样的制备，一维核磁共振氢谱和一维核磁共振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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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电分析化学法 

    电分析化学导论，基本术语和概念，电分析化学方法分类及特点。 

    电位分析法，指示电极种类，离子选择电极，定量分析方法，电位滴定。 

电解和库仑分析法，电解分析的基本原理，电解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库仑分析法。 

伏安法和极谱法，液相传质过程，扩散电流理论，极谱法，伏安法，脉冲技术。 

十、色谱法   

色谱法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术语，动力学基础理论，基本分离方程，方法选择和条件优化，

定性和定量分析。 

气相色谱法分离原理，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固定相及其选择，气相色谱分离条件的选择，

气相色谱分析方法及应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流动相和固定相，液相色谱常见类型。 

毛细管电泳法基本原理、仪器及应用。 

十一、分子质谱法 

分子质谱法的基本原理，质谱仪，分子质谱离子类型，分子质谱法的应用。 

 

 

考试要求： 

一、绪论 

了解分析化学中的仪器方法，了解仪器分析方法的性能指标。 

二、光谱分析法导论 

了解电磁辐射的性质。掌握电磁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原理。了解光学分析仪器的构造。 

三、原子光谱法 

掌握原子发射光谱法基本原理，掌握仪器结构和干扰及消除方法，了解分析方法的应用。 

掌握原子吸收光谱法基本原理，掌握仪器结构和干扰及消除方法，了解分析方法的应用； 

了解原子荧光光谱基本原理、仪器及其定量分析。 

四、X射线光谱，原子质谱及表面分析方法 

掌握 X射线光谱，原子质谱法，光电子能谱法，二次离子质谱法，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

显微镜，近场光学显微镜及激光共焦扫描显微镜的基本原理，了解其应用。 

五、分子发光分析法 

掌握分子发光基本原理，仪器构造及基本应用。 

六、紫外-可见分子吸收光谱法 

掌握紫外-可见分子吸收光谱的产生，光吸收定律。了解仪器构造，掌握紫外-可见分子吸收

光谱法的应用。 

七、红外吸收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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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红外吸收光谱基本原理，基团频率和特征吸收峰，红外光谱仪，试样的制备，红外吸收

光谱法的应用。 

八、核磁共振波谱法 

掌握核磁共振基本原理，化学位移和核磁共振谱，掌握简单自旋偶合和自旋分裂，核磁共振

波谱仪和试样的制备，一维核磁共振氢谱和一维核磁共振碳谱。 

九、电分析化学法 

    电分析化学导论，基本术语和概念，电分析化学方法分类及特点。 

    电位分析法，指示电极种类，离子选择电极，定量分析方法，电位滴定。 

电解和库仑分析法，电解分析的基本原理，电解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库仑分析法。 

伏安法和极谱法，液相传质过程，扩散电流理论，极谱法，伏安法，脉冲技术。 

掌握基本原理，了解仪器构造，掌握基本应用。 

十、色谱法   

掌握理解色谱法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和术语，动力学基础理论，基本分离方程，方法选择和

条件优化，定性和定量分析。 

掌握气相色谱法分离原理，气相色谱仪，气相色谱固定相及其选择，气相色谱分离条件的选

择，掌握气相色谱分析方法及应用。 

掌握高效液相色谱法原理，高效液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流动相和固定相，液相色谱常见

类型。 

了解毛细管电泳分析的基本理论及分离模式。 

十一、分子质谱法 

掌握分子质谱法基本原理，质谱仪，分子质谱离子类型，掌握分子质谱法的应用。 

参考书目： 

分析化学（下册），武汉大学主编，2018年第 6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试卷题型及大致比例 

选择题（约 27%）、填空题（约 20%）、简答题（约 23%）和计算题（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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