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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对气相色谱检测方法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全书共十章：第一章概述了气相色谱
检测器的发展、分类、要求；微电流放大器、记录和数据处理系统。第二章至第七章分
别介绍了热导、火焰电离、氮磷、电子俘获、火焰光度、原子发射检测器的结构、工作
原理、性能特征、检测条件的选择、使用注意事项和应用等。第八、九章对质谱、傅里
叶变换红外光谱、光电离等9种气相色谱检测器作了简要介绍。第十章为快速GC检测和
多检测器组合检测法。书中编入了大量近年发展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图文并茂、深入浅
出、实用性强。附录中给出了某些公司(厂)生产的气相色谱检测器性能等信息，供读者
查阅。
本书是为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气相色谱分析人员编写的。可供气相色谱分析方面的研究
和分析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气相色谱仪研制人员、管理人员的参考书以及中专、大专院
校有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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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科学技术总是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气相色谱检测方法也是一样。 自气相色谱技术出现
至2000年，国内已先后出版了多本优秀的气相色谱法著作，但从气相色谱检测的角度全
面、系统地介绍十几种气相色谱检测器的书籍只有陈骅译的《气相色谱检测器》一书。
该书是美国D?J?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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