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章 1H-核磁共振光譜( Proto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1H-NMR):幫助我們確定化合物的準確結構





確定有機反應中產物的結構

OH PDC, CH2Cl2 O

1H-NMR spectra

13C-NMR spectra





1) 核磁共振之原理:

部分原子是有自旋現象的，而原子核的
自旋可產生magnetic dipole (磁偶極),

原子核的自旋可以以自旋量子數來描述
(quantum spin number: I = 0, 1/2, 
1, 3/2…..etc.)

當I≠0時，原子核均有自旋現象

當原子質量爲奇數(atomic mass)， 而原子序數 (atomic number)爲偶數或奇數
時， I爲半整數: 1H1, 

13C6, 
15N7, 

19F9, 
31P15: I = 1/2;為NMR的主要研究對象



對I= 1/2的1H1原子核，若我們對他加一個外磁場，其磁矩的取向有兩種：



為了便於研究，我們用陀螺進動的體系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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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ton-NMR譜中的化學位移(chemical shift) 儀器, 溶劑及譜圖

爲什麽氫原子會在不同的地方産生吸收呢?

O



電子雲的屏蔽效應(shielding effect)

2π
B0(1 - σ) γνeffect =

一般來講，原子核外電子雲的密度越大，屏蔽效應就越强，感受到
外磁場作用就越弱，引發共振所需的頻率就越小。







化學位移的表示方法:TMS定爲零

300 Hz
300 × 106 Hz

×  106 = 1 ppm

600 Hz
600 × 106 Hz

×  106 = 1 ppm



儀器會自動積分

















3) proton-NMR譜中的耦合(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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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在外磁場（B0）中有兩種取向（↑）（↓),幾率爲 １ ： １

Hb在外磁場(B0)中有三種取向（↑↑，↑↓， ↓↑， ↓↓），幾率爲1: 2 : 1



















課堂練習：解析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