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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和第四军医大学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集体编写而成。
在强调医学学生必须具备的基础化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同时，作者吸收了国内外近几年出版的化
学教材的新内容，对问题分步解析，环环相扣，启发学生积极思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书中文字简明扼要，准确易懂。
基础化学作为医学学生的基础课，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很难在有限的篇幅内包罗万象。
本书以溶液、原子分子结构、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等基本理论作为切入点，贯穿进一步学习生物
医学所必备的化学基础知识，以经典理论为主，适当介绍一些现代理论和最新进展，培养学生探索自
然科学的思维能力，塑造面向现代生物医学的理工科基本素质。
同时，适当介绍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力求化学与医学及军事医学的紧密结合。
各章之后均附有习题，供学生预习或复习之用。
本书有关的化学名词术语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2000年第四版）为准；量和单
位则严格按照国家标准GB3100～3102（1993）的规定妥善处理。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无法忘记第一军医大学的崔铭玉、张殿志、潘兰娣等教授，第二军医大学
的赵德山教授，第三军医大学的李文津、李怀德等教授以及第四军医大学的张生勇、郭正仁、刘有初
等教授给予的鼓励和支持。
他们的敬业精神堪称楷模，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使我们受益匪浅。
由于他们对本书的关心、指导和通力合作，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集体编写教材虽然可以集百家之长，但也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如各人编写风格不尽相同，各章内容难
以平衡，甚至会出现重复或遗漏。
虽经各方多次协调和修改，正、副主编也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出现一些谬误和
疏漏，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将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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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之一。
    本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四军医大学联合编写，总结了三所军医大学基础化学课程教学的
经验。
全书共分14章，包含医科学生必备的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及胶体化学等基本内容。
选材上以思想性、先进性和适用性为原则，力求做到简明易懂，重点突出。
    本书可供医学院校各专业本科生选作基础课教材，亦可供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化学>>

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化学基本概念  1.1 化学与医学  1.2 量和单位  1.3 物质的量及其单位  1.4 数字的科学表达  习题
第2章 溶液  2.1 分散系  2.2 溶液的组成量度表示法  2.3 溶解度  2.4 稀溶液的依数性  习题第3章 电解质溶
液和酸碱理论  3.1 强电解质溶液  3.2 弱电解质溶液  3.3 沉淀-溶解平衡  3.4 酸碱理论  习题第4章 溶液
的pH值和缓冲溶液  4.1 溶液的pH值计算  4.2 酸碱指示剂  4.3 缓冲溶液  习题第5章 原子结构  5.1 原子核
外电子运动的特征  5.2 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  5.3 核外电子的排布  5.4 元素周期律  习题第6章 共价
键与分子间作用力  6.1 共价键理论  6.2 分子间作用力  习题第7章 配位化合物  7.1 配合物的基本概念  7.2 
配合物的化学键理论  7.3 配合物的离解平衡  7.4 螯合物  习题第8章 化学热力学基础  8.1 基本概念  8.2 热
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化学  8.3 化学反应自发性与自由能  8.4 化学平衡  8.5 非平衡体系热力学简介  习题第9
章 氧化还原与电极电位  9.1 氧化还原反应  9.2 原电池  9.3 电极电位  9.4 电池电动势与化学反应自由能  
习题第10章 胶体分散系  10.1 界面现象  10.2 乳化作用  10.3 溶胶  10.4 高分子化合物溶液与凝胶  10.5 胶体
化学与医药学  习题第11章 滴定分析  11.1 滴定分析概述  11.2 酸碱滴定法  11.3 氧化还原滴定法  11.4 配
合滴定法  习题第12章 常用仪器分析方法概论  12.1 电位分析法  12.2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12.3 色谱分
析法  习题第13章 化学动力学基础  13.1 化学反应速率  13.2 反应速率理论  13.3 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
响  13.4 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13.5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习题第14章 人体中的化学元素  14.1 人体
组成元素  14.2 元素的选择与演化  14.3 生物无机化学简介  习题附录  附录Ⅰ 弱电解质在水中的离解常
数  附录Ⅱ 一些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25摄氏度)  附录Ⅲ 常用缓冲溶液及其缓冲范围  附录Ⅳ 常见配合
单元的稳定常数  附录Ⅴ 一些物质的基本热力学数据  附录Ⅵ 元素周期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化学>>

章节摘录

插图：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所发生变化的科学。
随着化学学科的发展，它所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经典的化学已划分为若干分支，主要有：无机化
学——研究单质及除碳的长链化合物以外的所有元素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和所发生的变化；有
机化学——研究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和所发生的变化；分析化学——确定物质
的化学组分和测定各组分的含量；物理化学——应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物质的物理变化和化
学变化的基本规律。
因化学在各方面的广泛应用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又出现了许多门类的边缘学科和应用学科，例如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分子医学、环境化学等。
化学与医学的关系相当密切。
在16世纪初，欧洲化学家就致力于研制医治疾病的化学药物，从而推动了医学和化学的同步发展。
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发明曾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近代和现代，化学更成为医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人体内的生理现象和病理现象与体内代谢作用
密切相关，而这些代谢作用又与体内的化学变化相关。
从有机化学和生理学发展起来的生物化学，现已发展到试图用化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生物体各组织的
组成、亚细胞结构、功能物质代谢和能量变化等生命活动，从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一门新兴学科—
—分子生物学，使人们对生命的了解更深入到了分子水平，为人类抵抗遗传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目前
尚无法治愈的疾病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医科大学的基础课，化学课担负着为医学基础课程，如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卫生学等打
好基础的任务。
若从事军事医学工作，学习防原子、防化学和防细菌武器等军事医学知识也离不开化学基础。
现代医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从分子、原子的水平来认识疾病的致病机理、遗传和
治疗措施，现代医学与化学活性物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由于量子化学近似法和计算机的发展，对于核酸、蛋白质等生物体重要组成物质大分子的高度近似处
理成为可能，进而使得现代医学向着量子生物学的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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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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