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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及分析化学》内容包括气体和溶液、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物质结构、定量分析基础
、酸碱平衡和酸碱滴定法、重量分析法和沉淀滴定法、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滴定法、配位平衡和
配位滴定法、吸光光度法、元素及其化合物选述、化学热力学基础等。
　　同时还研制了与本教材配套的教师授课用电子教案以及相关的习题解答，使用《无机及分析化学
》进行教学的授课教师可向高等教育出版社相关人员索取。
　　《无机及分析化学》适用于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各类院校的化工、环境、轻工、制药、农
林、医学、食品等专业的“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学，也可供相关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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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气体和溶液1.1 气体1.2 溶液1.3 胶体本章小结习题第二章 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2.1 化学反应
速率2.2 化学反应速率理论简介2.3 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主要因素2.4 化学平衡2.5 化学平衡的移动2.6 反
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的综合应用本章小结习题第三章 物质结构3.1 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3.2 原子核外
电子排布与元素周期律3.3 元素性质的周期性3.4 化学键+3.5 杂化轨道理论与分子的几何构型3.6 分子间
力和氢键本章小结习题第四章 定量分析基础4.1 分析化学概论4.2 定量分析的误差4.3 有效数字和运算规
则4.4 滴定分析法本章小结习题第五章 酸碱平衡和酸碱滴定法5.1 酸碱理论5.2 弱电解质的解离平衡5.3 
溶液的酸碱性5.4 酸碱缓冲溶液5.5 酸碱指示剂5.6 酸碱滴定曲线及指示剂选择5.7 酸碱滴定法的应用本
章小结习题第六章 重量分析法和沉淀滴定法6.1 沉淀一溶解平衡6.2 溶度积规则及其应用6.3 重量分析法
简述6.4 沉淀的形成和纯度及沉淀条件6.5 沉淀滴定法本章小结习题第七章 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滴
定法7.1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7.2 电极电势7.3 电极电势的应用7.4 元素标准电势图及其应用7.5 氧化
还原滴定法7.6 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本章小结习题第八章 配位平衡和配位滴定法8.1 配位化合物的组
成和命名8.2 配位平衡8.3 EDTA及其与金属离子的配位化合物8.4 配位滴定的基本原理8.5 金属指示剂8.6
配位滴定方式及应用8.7 配位化合物的一些应用本章小结习题第九章 吸光光度法9.1 吸光光度法的特
点9.2 吸光光度法的原理9.3 显色反应和显色条件的选择9.4 测量条件的选择9.5 目视比色法和光度计的
基本部件9.6 吸光光度法的应用本章小结习题第十章 元素及其化合物选述10.1 s区元素10.2 ds区元素10.3
d区元素10.4 p区元素本章小结习题第十一章 化学热力学基础11.1 基本概念和热力学第一定律11.2 化学
反应热效应本章小结习题附录附录1 一些常用量的符号与名称附录2 一些物质的标准热力学常
数(298.15K)附录3 一些弱酸、弱碱在水溶液中的解离常数(298K)附录4 常见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298K)
附录5 常用缓冲溶液的pH范围附录6 标准电极电势(298K)参考文献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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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大分子溶液和凝胶相对分子质量大于104的物质称为大分子物质，它包括天然的和
合成的两大类。
前者如蛋白质、核酸、DNA等，是构成生物体的基础；后者如合成橡胶、合成塑料、合成纤维等。
大分子的分子大小与胶粒大小相近，因此大分子溶液表现出某些溶胶的性质，如扩散速度慢、不能透
过半透膜等。
因此研究大分子化合物的某些方法，也和研究溶胶的方法有相似之处。
但是，大分子物质在溶液中都是以单个分子存在的，它与小分子溶液一样，是单相的热力学稳定体系
。
大分子溶液与小分子溶液另一个相同点是溶解的可逆性。
例如，蔗糖和动物胶分别溶于水中形成溶液，加热蒸发掉水，重新得到蔗糖和动物胶。
再加水，又能形成溶液。
溶胶却不同，它一旦聚沉后很难简单地再成为溶胶。
大分子溶液很稳定，不像溶胶那样容易聚沉。
要使大分子物质从水溶液中析出，必须加大量的电解质，这个过程叫盐析。
盐析的主要原因是去溶剂化作用。
盐析和溶胶的聚沉是两种不同的过程，后者所需加入的电解质的量要比前者少得多。
在容易聚沉的溶胶中，加入适量的大分子物质溶液（如动物胶、蛋白质等），可以大大地增加溶胶的
稳定性，这种作用叫保护作用。
土壤中的胶体，因受到腐殖质等大分子物质的保护作用，而更加稳定，因而有利于营养物质的迁移。
又如人血液中含有碳酸镁、碳酸钙等难溶盐，它们都是以溶胶形式存在，且被血清蛋白保护着。
当人患某种疾病时，保护物质含量减少，导致溶胶聚沉，这就是各种结石产生的主要原因。
凝胶是一种特殊的分散体系，它是由胶体粒子或线型大分子之间互相连接，形成立体网状结构，大量
的溶剂分子被分隔在网状结构的空隙中而失去流动性所形成的，其性质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
从外表看，凝胶呈固体或半固体状，但又和真正的固体不完全一样，其内部结构的强度往往很有限，
容易破坏。
形成凝胶的过程称为胶凝。
胶凝就是网状结构形成和加固的过程。
例如硅酸溶胶在一定pH下可胶凝成硅酸凝胶；在热水中制备质量分数为0.02～0.03的动物胶溶液，冷
却后也成为凝胶。
凝胶存在是极其普遍的，如食品中的粉皮、奶酪，动物体的皮肤、肌肉，甚至淤泥、土壤等都可看作
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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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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