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生药学专业

分析化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分析化学》考试大纲适用于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生药学专业的硕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

分析化学是研究获取物质化学组成和结构信息的分析方法及相关理论的科

学，它的主要内容：熟练掌握分析化学的误差和分析数据处理，基本了解沉淀滴

定法和重量分析法、电位法和永停滴定法；熟悉最常用的光谱分析法（包括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红外吸收光谱法原子吸收光谱法、核磁共振波谱法、质谱法），

理解各种色谱分析法（包括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及最常用的平面色谱法），

了解各种分析化学的最新进展，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分析化学》考试为闭卷，笔试。专业基础综合（本专业为

“分析化学”和“天然药物化学”）考试时间为 180分钟，满分合计 300分。

本部分“分析化学”试卷满分为 150分。

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填空题、简述题、计算题、结

构推导题。

三、考试内容

1. 误差和分析数据的处理

考试要求：

要求掌握下列概念的含义，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及计算：算术平均值，绝对偏

差与相对偏差，平均偏差与相对平均偏差，标准偏差与相对标准偏差（变异系数）,

中位数，众数，极差。应用 t分布表计算平均值的置信区间。

理解有效数字的意义，数字修约规则及有效数字的运算。



考试内容

1) 熟悉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的性质和特点。

2) 精密度与偏差的含义以及准确度与精密度的关系。

3) 中间精密度、重复性及重现性的概念

4) 准确度与精密度的关系

5) 平均值，绝对偏差平均值，标准偏差的算法

6) 能说明偶然误差小的原因

7) 灵敏度和检测限的概念

8) 精密度与分析结果的关系

2. 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法

考试要求：

重点了解重量分析法

熟悉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各种因素及其计算方法。沉淀完全控制的条件。影响

沉淀纯度的因素及提高纯度的措施。晶形沉淀和无定型沉淀条件的选择。

考试内容：

1) 了解沉淀的形成过程和沉淀条件对于沉淀类型的影响。

2) 了解影响沉淀纯度的因素

3) 了解提高纯度的措施

4) 了解晶形沉淀的沉淀条件

3. 电位法和永停滴定法

考试要求：

了解电位法的基本原理

考试内容：

知道参比电极的定义

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考试要求：



了解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常用概念，吸收带与分子结构的关系，了解影响

吸收带的因素，了解熟悉朗伯-比尔定律，吸收曲线和工作曲线。影响显色反应

的因素与显色条件的选择。朗伯-比尔定律的推导和偏离朗伯-比尔定律的原因。

考试内容：

1) 掌握分光光度基的主要部件及其应用。显色反应，显色剂及三元配合物

的显色体系。示差光度法的原理和应用。

2) 了解朗伯—比尔定律及引起偏离朗伯—比尔定律的因素

3) 掌握吸光光度法分析条件的选择

4) 掌握显色反应及其条件的选择

5) 掌握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常用概念，包括末端吸收、生色团、助色团、

红移、蓝（紫）移、增色和减色效应、强带和弱带等

6) 熟悉吸收带与分子结构的关系，掌握吸收带的六种类型

7) 对影响吸收带的因素要有知晓，譬如位阻影响、跨环效应、溶剂效应，

体系 PH的影响

8) 掌握以有机化合物的官能团说明各种类型的吸收带，并指出各吸收带在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中的大致位置和各吸收带的特征

5. 红外吸收光谱法

考试要求：

熟悉各类化合物的主要光谱特征和重要吸收峰，掌握化合物的图谱解析方法，

了解影响红外光谱频率变化的因素，说出分子的振动形式，记住基团振动频率。

考试内容：

1) 了解分子内各基团的振动要受邻近基团及整个分子其他部分的影响，排

序一系列化合物的波数大小

2) 掌握判断红外光谱中末端双键吸收的特征

3) 了解红外光谱吸收峰的位置，如基频峰，倍频峰，泛频峰等概念，知晓

特征区和指纹区的范围

4) 了解红外的的分子振动形式，如伸缩振动、弯曲振动（包括面内、面外、

变形等）的各个名词解释



6.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考试要求：

掌握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

考试内容：

原子吸收线谱线变宽的因素，如自然宽度、多普勒变宽、压力变宽（包括赫

鲁茨马克变宽、劳伦茨变宽等的定义）

7. 核磁共振波谱法

考试要求

1) 熟悉核磁共振波谱法的基本原理

2) 了解核磁共振波谱中的化学位移

3) 了解核磁共振波谱的偶合常数

4) 会利用核磁共振氢谱来解析简单化合物结构

5) 熟悉核磁共振碳谱和相关谱的相关概念

考试内容

1) 掌握化学等价性，原子核的自旋及分类、原子核的自旋弛豫、自选偶合

2) 掌握核磁共振波谱的屏蔽效应及去屏蔽效应，了解化学位移的表示法，

影响化学位移的因素，对几类质子的化学位移需要了解

3) 了解对可以确定分子中基团的链接关系的参数

4) 掌握核磁共振的自旋裂分的产生及自旋裂分的规律

5) 知晓有关偶合常数及各种裂分的名词解释（中英文均需了解）

6) 掌握自旋系统中的磁等价和化学等价核等概念及名词解释（中英文均需

了解）

7) 可以利用核磁共振氢谱来解析化合物结构的顺序，会计算峰面积及氢核

的数目

8) 掌握核磁共振碳谱的化学位移

9) 初步了解相关谱中的氢-氢相关谱，碳-氢相关谱

10)了解氢谱和碳谱各能提供什么信息

11)知晓简化核磁共振图谱的技术



8. 质谱法

考试要求：

掌握质谱分析的基本原理，熟悉质谱中常见离子的类型、产生及应用，同位

素离子在质谱分析中有何作用？了解一般有机化合物的质谱裂解规律。

考试内容：

1) 知晓常见的质谱离子源有哪些

2) 掌握麦氏重排开裂？及 RDA重排开裂？具有哪种结构单元才会发生这

些重拍开裂？

3) 熟悉在 EI-MS分析中，主要有哪几种离子？主要有哪几种碎片开裂方

式？

4) 掌握如何判断一个化合物的分子离子峰及其其强度

5) 知晓离子的稳定性与其相对丰度有何关系

6) 亚稳离子峰如何识别？

7) 何为质荷比

8) 要会综合利用各种光谱工具，阅读图谱，解析结构。

9. 色谱分析法概论

考试要求：

了解色谱法的分类以及各类色谱法的作用原理和机制

考试内容：

1) 了解正、反相液-液分配色谱的洗脱规律及原理

2) 影响硅胶吸附活性的因素有哪些？

3) 了解色谱分析法中用于定量和定性的主要参数

4) 什么因素可以改变保留值

10. 气相色谱法

考试要求：

掌握气相色谱固定相和载气的选择及处理方式。

掌握气相色谱分离条件的选择方法



考试内容：

1) 了解气相色谱中，对担体的常见纯化方式

2) 知道柱的理论塔板数和塔板高度的计算、分离度的计算、会计算组分的

保留时间，会选择柱长、若告知条件可以算出相应组分的容量因子。

11. 高效液相色谱法

考试要求：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的原理及其主要组成部件的功能

考试内容：

1) 了解各类检测器的使用条件

2) 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操作的关键步骤及关键条件

12. 平面色谱法

考试要求：

了解平面色谱法的各种参数（包括定参数、相平衡参数，面效参数和分离系

数）

考试内容：

1) 比移值的定义及解释

2) 各种分配系数和保留因子的定义及解释

3) 对吸附色谱法要知道其定义及解释

13. 色谱联用分析法

考试要求：

1) 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的原理及特点以及仪器的组成要了解

2) 对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的原理及特点以及仪器的组成要了解

考试内容：

对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器的各种特点要了解，尤其是质量分析器及其连接

方式



四、考试要求

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

在试题纸上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