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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环境保护教育又是环保工作的重要基础。
因此必须加强环境学科相关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提高我国环保类专业学生的环境科研、监管能力，
注重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努力提高环保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实用性。
　　环境管理作为人类自身行为管理的一种活动，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
严重而逐步形成、发展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活动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
在人类社会中，环境一社会一经济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作为这个系统核心的人类为了生存发展，
需要不断地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而无序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导致地球资源急剧消耗，
环境失调，从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为遏制这种趋势及其蔓延，人类开始研究并采取措施推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推进环境保护及其自
我修复能力的提高，努力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一社会一经济系统能否实现良性循环，关键在于人类约束以及影响这一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是否有
效，这种方法和手段就是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随着人类环保实践活动的推进而不断演变。
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直接感受到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
人类沿袭工业文明的思维定式，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其环境管理实质上只是污染治
理，主要的管理原则是“污染者治理”和末端治理模式。
随着末端治理走到环境污染治理的尽头，加之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其他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凸现，人们
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探寻环境问题的根源与对策，通过“环境经济一体化”使“环境成本内部化”
，将环境管理原则变为“污染者负担，利用者补偿”，从而推进了源头削减、预防为主和全过程控制
的管理模式的形成。
人们在科学发展、保护环境的长期追求与探索中，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在传统自然观和发
展观支配下导致的必然结果，其管理和技术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有在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基
础上产生的财富观、消费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因而环境管理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全方位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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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化学》以有机官能团为主线，系统介绍了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化学结构、命名和理化性质
等基本内容，体现了精炼实用的特色，突出了高职高专院校教材的应用性和实用性。
《有机化学》可作为高职高专环保、化工、食品卫生等专业教材，同时也可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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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肥皂是高级脂肪酸钠盐，是一种表面活性剂。
凡是在很低浓度下即能显著改变液体表面张力或两相间界面张力的物质，称为表面活性剂。
当其溶于液体（特别是水）后，它能使溶液具有润湿、乳化、发泡、分散、洗涤、抗静电等能力。
一、去污原理　　肥皂和其他的表面活性剂分子中既含有亲水基——羧酸根负离子（溶于水），又含
有亲油基——长链烃基（溶于油）。
　　当肥皂溶于水时，处于水表面的肥皂分子定向排列于水的表面，它的离子端插人水中，而烃链悬
浮在水面上，肥皂分子的这种定向排列形成的单分子层使液体表面不再是氢键缔合的水分子，而代之
以非极性键的没有氢键的烃链，因而显著降低了水的表面张力，使水获得较好的润湿能力。
　　肥皂的去污原理可简述如下：在水溶液中的肥皂分子的链状烃基依靠范德华力彼此吸引聚集成球
状胶束。
水溶性的羧酸根负离子处于胶束的表面。
带有同性电荷（负电荷）的肥皂胶束彼此相斥而不凝聚，分散在水中而形成稳定的胶体溶液。
当水中浸入沾有污垢的衣物时，肥皂分子能使衣物上非极性的油膜疏松，经搓洗，即变成为细小的油
滴而溶于肥皂胶束的内部，并分散在水中而被洗去。
　　肥皂具有优良的洗涤作用，但它不宜在硬水或酸性水中使用，前者使它生成不溶于水的脂肪酸钙
盐或镁盐，后者使它生成难溶于水的脂肪酸。
此外，制肥皂还需消耗大量的食用油脂。
人们根据肥皂分子构造的特点与去污原理，合成了一系列与肥皂作用相似而又能用于硬水的各种类型
的表面活性剂。
二、表面活性剂的分类　　表面活性剂的种类虽多，但在结构上有共同特征，即它们的分子中都含有
亲水基，常见的亲水基有磺基、磺酸基、磷酸基、羧基、羟基及伯、仲、叔、季铵盐等。
同时，在它们的分子中也都含有亲油基（又称憎水基），亲油基大多是较长碳链的烃基，如C12～C18
的烷基或烷基取代的芳烃基等。
　　表面活性剂的分类一般是以亲水基的构造为依据。
凡溶于水后亲水基能电离生成离子的，称为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不电离的，称为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
离子型表面活性。
剂按离子所带电荷不同又可分为阴离子、阳离子及两性表面活性剂。
　　1.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在水中能电离，起表面活性作用的部分是阴离子的活性剂，称为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主要有三类：羧酸盐、磺酸盐和硫酸盐。
　　这类表面活性剂亲水基一端是阴离子，它们是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一类，其中消耗量最大的是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以及C12～Cl8的高级脂肪酸钠盐。
前者是市售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后者是肥皂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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