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密 ★ 考试结束前

浙江省2015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仪器分析(三)试题
课程代码:07853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

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对仪器灵敏度和检出限之间关系描述不正确的是

A.灵敏度高则检出限必然低

B.由于噪声的存在,单纯灵敏度高并不能保证有低的检出限

C.消除仪器噪声是提高仪器灵敏度和降低检出限的前提

D.灵敏度和检出限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

2.同一人员在相同条件下,测定结果的精密度称为

A.准确度 B.选择性

C.重复性 D.再现性

3.波长短(小于10nm)、能量大(大于102eV)(如X射线,γ射线)的电磁波谱,粒子性比较明

显,称为   ,由此建立的分析方法称为   。

A.波谱法;波谱分析法 B.能谱;能谱分析法

C.光学光谱;光谱分析法 D.高能粒子;高能分析法

4.原子发射光谱法中利用标准光谱比较法进行定性时,通常采用   作为标准。

A.氢谱 B.碳谱

C.铜谱 D.铁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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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子吸收光谱仪的结构流程正确的是

A.空心阴极灯 → 单色器 → 原子化器 → 检测器

B.空心阴极灯 → 原子化器 → 单色器 → 检测器

C.空心阴极灯 →单色器 → 原子化器 → 单色器 → 检测器

D.ICP→ 原子化器 → 单色器 → 检测器

6.双光束分光光度计与单光束分光光度计相比,其突出优点是

A.可以扩大波长的应用范围

B.可以采用快速响应的检测系统

C.可以抵消吸收池所带来的误差

D.可以抵消因光源的变化而产生的误差

7.红外吸收光谱是

A.原子光谱 B.反射光谱 C.电子光谱 D.分子光谱

8.下列方法不属于光分析法的是

A.核磁共振分析法 B.质谱分析法

C.原子吸收分析 D.分子发光分析法

9.在质谱图中各条谱线表示一个离子峰,且质谱图的横坐标表示离子的质荷比(m/e),那么下

列离子峰中哪一个m/e最大?

A.分子离子峰 B.碎片离子峰 C.亚稳离子峰 D.重排离子峰

10.在进行色谱操作时,当   运行平稳时,表示仪器工作状态正常,可以进样。

A.流动相 B.基线 C.固定相 D.保留时间

二、判断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判断下列各题,在答题纸相应位置正确的涂“A”,错误的涂“B”。

11.无待测组分的空白样品仪器所产生的信号称为空白信号,它是由样品的溶剂、基体材质及

共存组分引起的干扰信号,可通过空白实验扣除。

12.标准曲线就是用标准溶液的体积绘制的曲线。

13.太阳光(日光)是复合光,而各种人工灯(如电灯、酒精灯、煤气灯)的光是单色光。

14.光谱分析法是一种利用物质的折射、干涉、衍射和偏振现象来研究物质的组成和结构的仪

器分析方法。

15.当气态原子受到强的特征辐射时,由基态跃迁到激发态,约在10-8s后,再由激发态跃迁回

到基态,辐射出与吸收光波长相同或不同的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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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中,发射线的中心频率与中心线的中心频率一致,故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中不需要分光系统。

17.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只能够对有机分子进行定量分析,而不能进行定性分析。

18.测绘未知试样的紫外吸收光谱并同标准试样的光谱图进行比较时,当浓度和溶剂相同时,

如果两者的图谱相同,说明两者是同一化合物。

19.红外吸收光谱就是物质分子被红外光所激发,吸收能量后由振动激发态跃迁至振动基态所

产生的光谱。

20.红外光谱不仅包括振动能级的跃迁,也包括转动能级的跃迁,故又称为振转光谱。

21.H2 是对称分子,所以是非红外活性分子,H2O是非对称分子,故为红外活性分子。

22.水分子的H-O-H对称伸缩振动不产生吸收峰。

23.荧光分子无论被激发到高于S1 的哪一个激发态,都会经过无辐射的振动弛豫和内转换等

过程,最终都回到S1 态的最低振动能级,然后产生分子荧光。

24.核磁共振波谱法与红外吸收、紫外吸收光谱一样,都是基于吸收电磁辐射的吸收光谱分析

方法。

25.理论上讲,所有的原子都能够产生核磁共振现象。

26.质谱常与色谱进行联用,所以在联用时不一定需要有高真空的环境。

27.色谱柱中组分的分配系数越小,与固定相的作用力强一些,前进速率就慢一些,保留时间就

长一些。

28.色谱图上出现五个色谱峰,可以肯定样品中最多只有五个组分。

29.毛细管气相色谱的色谱柱前需要采取分流装置是由于毛细管色谱柱对试样负载量很小;柱

后采用尾吹装置是由于柱后流出物的流速太慢。

30.排阻色谱是按照分离组分分子尺寸与凝胶的孔径大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离,通常体积

小的分子先被洗脱下来,体积大的分子后被洗脱。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9小题,每空1分,共20分)

31.分析样品在分析测定之前,除掉样品中杂质的操作称为   ;在测定样品前,除去过多溶

剂提高待测组分浓度的过程,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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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同波长的光具有不同的能量,波长越长,频率、波数越   ,能量越   ,反之,波长

越短,能量越   。

33.光谱分析仪器中常用到的色散系统由   和   两种组成。

34.不饱和度的计算在有机化合物定性分析方面非常重要,对于有机化合物C3H6O,其不饱和

度为   ,说明其中含有   基团。

35.从结构上看,红外光谱仪可以分为   型红外光谱仪和   红外光谱仪两类。

36.在研究某荧光物质的发光性质时,常用到的分子光谱分别为   光谱和   光谱。

37.核磁共振波谱仪使用的磁铁主要有   、   和   三种。

38.色谱定性的依据是   ,定量依据是   。

39.反相高效液相色谱中最常用的流动相为   和   。

四、名词解释(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40.线性范围(linearrange)

41.单色器(monochromator)

42.基团频率(groupfrequency)

43.荧光发射光谱(fluorescencespectrum)

44.化学位移(chemicalshift)

五、综合问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共25分)

45.通过《仪器分析》课程的学习,你对现代仪器的分析分离方法有何认识,并结合实例谈谈自

己的体会。(4分)

46.红外吸收光谱的产生要满足两个条件是什么? (4分)

47.NMR产生的基本原理和产生条件分别是什么? (4分)

48.高效液相色谱的流动相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过滤和除气泡,其具体方法是什么? (5分)

49.图示并详细说明分子荧光法和磷光法的发光机制。(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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