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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化学》是中学生物教师学习生物专业课程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教材，内容分上篇——无机及分
析化学、下篇——有机化学、实验篇三部分。
全书内容跨度颇大，但深浅度完全按照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印发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专科生物教
育专业“基础化学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撰写的。
在编写过程中严格地按照播出时数、学员的实际需要及各科基础知识自身的系统性精心选材，并对大
纲作了一些调整。
本书是在保证基础化学中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系统性的基础上，结合生物学科的实际需要
，适当反映了一些在当代高新技术中的相关“热点”，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与工农业生产、现代生活、
医药、轻工等方面的有关知识。
内容新颖、知识充实、富有趣味和启发性。
内容的编排上，特别注意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减少学员学习的困难。
全书可读性好，便于学员自学。
各章后附有习题，供学员自检。
本书稿第1-3，5-9章由北京师范大学田荷珍副教授撰写；第10-18章由南开大学汪小兰教授撰写；高等
教育出版社耿承延撰写第4章。
实验部分，由田荷珍和汪小兰教授合作完成。
上篇书稿由北京大学严宣申教授审稿，下篇书稿由上海教育学院王运武教授审稿.，均提出许多宝贵意
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尚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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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印发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专科生物教育专业《基础化学教学
大纲》而编写的，为中学生物教师学习生物专业课程的一门基础课教材。
《基础化学》分上篇、下篇、实验篇三部分，上篇为无机和分析化学，主要介绍溶液、化学平衡、氧
化还原、原子和分子结构等基本理论和若干元素、化合物、滴定分析等基础知识；下篇为有机化学，
主要介绍各类化合物的结构、命名、性质及一些重要反应的历程；实验篇含实验室常用仪器介绍，基
本操作和若干元素测定、离子鉴定、化合物性质等14个实验。
该书既保证了各学科的系统性又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些当代与生物学科息息相关的知识，每章后均附
有习题或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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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时间的坐标上，“现在”是瞬刻而非常短促的；从“过去”到“现在”是发展，而从“现在
”瞻望“未来”是展望。
然而，现况的秘密和未来的景象，只有从事物的过程去理解和推测。
倘若用化学的眼光来展望未来，那么就会发现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人的聪明智慧将会得到更好的发
挥，社会物质生活将会更充裕，而化学这门学科将会对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如果说20世纪是合成化学的时代，那么可以预言，2l世纪将是生化工程的时代。
化学史实告诉我们，人类掌握合成氨工艺，会使用化肥这仅始于本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化学家哈伯（Haber）于t909年提出了大气中氮气转化为氨的实用操作法，当初他才合成了4千克
液氨，到了本世纪的80年代，合成氨的年产量已达1.3亿吨，致使粮食得到增产。
据报导，1990年世界粮食生产为4.5亿吨，到2000年将达到5亿吨。
我们知道，通常的合成氨工艺需要高温高压，这样苛刻的工艺条件，给生产带来了不少难于克服的技
术性问题。
科学家早已注意到，有些微生物可以在常温常压下，通过体内的铁蛋白酶或钼蛋白酶，把空气中的氮
气还原成氨。
处于自生状态可以固氮的微生物有固氮酶、巴氏棱菌、克氏杆菌、光合菌等。
与豆科植物共生可以固氮的微生物有放线菌等。
除此之外，还发现蓝藻也能自生固氮。
茜草科、紫金牛科和薯蓣科的植物叶片上，也有可以固氮的微生物叶瘤。
固氮作用对植物和土壤的氮肥补充，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人估计，在世界范围内，固氮菌每年约能固定1.75×108吨氮肥，而全球靠合成氨制得的氮肥年产量
还不及它的1／3。
近20余年来，人们在这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已合成出了铁一硫蛋白和铁一钼一硫蛋白的原子簇化合
物，作为固氮的模拟模型。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处于实验室阶段，距实际应用还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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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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