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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化学（第6版）》是在《普通化学》（第五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特别注意与目前高中化学新课程的教材内容合理衔接，并尽可能向学生展示化学学科的全貌。
　　全书分9章。
第1-4章以化学反应基本原理为主线，分别介绍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水溶液化学和电化学的基础
知识，第5章介绍物质结构基础，第6-8章分别介绍无机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和以生物大分子为代表
的有机化合物的基础知识，第9章简要介绍化学仪器分析的主要内容。
各章均有内容提要和学习要求、选读材料、小结、思考题和习题。
书后附有部分习题答案供参考。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化学（第6版）》可用作普通高等学校理工类非化学化工相关专业的
基础课教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化学（第6版）》第二版（1981年修订本）于1986年获国家教委高等
学校第一届（1976-1985年）优秀教材一等奖；第三版于1992年获第二届（1986-1989年）普通高等学校
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奖；第四版于1999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五版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
”国家教委重点教71币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修订后的第六版，被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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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热化学与能源1.1 热化学1.1.1 几个基本概念1.1.2 热效应及其测量1.2 反应热与焓1.2.1 热力学
第一定律1.2.2 反应热与焓1.2.3 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1.3 能源的合理利用1.3.1 煤炭与洁净煤技术1.3.2 石
油和天然气1.3.3 氢能和太阳能选读材料核能本章小结学生课外进修读物复习思考题习题第2章 化学反
应的基本原理与大气污染控制2.1 化学反应的方向和吉布斯函数2.1.1 熵和吉布斯函数2.1.2 反应自发性
的判断2.2 化学反应的限度和化学平衡2.2.1 反应限度和平衡常数2.2.2 化学平衡的有关计算2.2.3 化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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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影响2.3.3 反应的活化能和催化剂2.3.4 链反应和光化反应2.4 环境化学和绿色化学2.4.1 大气污染与
环境化学2.4.2 清洁生产和绿色化学选读材料熵与信息和社会本章小结学生课外进修读物复习思考题习
题第3章 水溶液化学3.1 溶液的通性3.1.1 非电解质稀溶液的通性3.1.2 电解质溶液的通性3.1.3 表面活性剂
溶液和膜化学3.2 酸碱解离平衡3.2.1 酸碱的概念3.2.2 酸和碱的解离平衡3.2.3 缓冲溶液和pH控制3.3 难溶
电解质的多相离子平衡3.3.1 多相离子平衡和溶度积3.3.2 溶度积规则及其应用3.4 水的净化与废水处理
选读材料水污染及其危害本章小结学生课外进修读物复习思考题习题第4章 电化学与金属腐蚀4.1 原电
池4.1.1 原电池中的化学反应4.1.2 原电池的热力学4.2 电极电势4.2.1 标准电极电势4.2.2 电极电势的能斯
特方程4.3 电动势与电极电势在化学上的应用4.3.1 氧化剂和还原剂相对强弱的比较4.3.2 反应方向的判
断⋯⋯第5章 物质结构基础第6章 无机化合物第7章 高分子化合物第8章 生物大分子基础第9章 仪器分析
基础附录习题答案参考文献索引（中英文对照）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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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例如，用氢代替目前的化石燃料，看来是解决地球能源危机的办法。
不过，除了氢的制备以外，氢的安全储备与方便携带是一个大问题。
化学家正致力于研究高效储备氢气的新化合物，并已取得初步成效（见图6.22）。
所以，不论你将来从事医学、农学研究，或者致力于工程、材料领域的开发，当工作进行得越深入时
，化学给予的帮助就越大。
大学化学与中学化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学阶段以阐述现象为主，大学阶段则把现象上升到理论高度
。
例如，高中化学课程讲授化学平衡的知识，告诉大家的是“实验表明达到化学平衡时产物与反应物的
浓度计量数次方的比值等于常数”。
这确实是通过大量实验总结出的规律。
但是，我们实验所用的时间是否足以让反应达到平衡呢？
如果有一个化学反应要一千年才能达到平衡，我们是否也相信上述结论是正确的呢？
大学的化学课程将从理论高度上讨论这个问题，从热力学理论出发，推导出上述“平衡浓度比”的结
论。
化学与物理学、生物学、材料学以及各种工程科学，都是以物体（物质）为研究对象的，均属于物质
科学。
它们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通过大量实验观测到许多现象，总结出一般规律，
再提出理论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并预测将来可能的发现；如果以后的新实验发现先前的理论是有问
题的，则需要修正理论，或提出创新的见解。
以上研究工作的规律，在化学学科中能得到生动的体现。
例如，早年对化学晶体学的研究表明，“离子晶体是正离子和负离子通过离子键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离子键键能大，所以离子晶体熔点高”。
事实上，近年来大量的晶体结构测定（见5.4.4）表明，很多由正离子和负离子形成的晶体，离子之间
只有氢键而并没有离子键，这些离子晶体的熔点都不高，有些熔点甚至低于室温（见第5章选读材料
）。
随着研究的深入，旧的观点和理论显然需要不断地修正。
相信在化学以外的其他物质科学领域中，也存在这样后人不断提出创新见解的现象。
所以，我们希望普通化学课程以化学为依托，通过对化学科学研究规律的分析阐述，让学生学习到物
质科学研究的一般思想和方法，得到科学能力的培养，以便将来能够在各自工作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
用。
从化学的观点看，各种物体都是原子和分子构成的，因此各个物质科学的领域都是相通的。
事实上，早年的科学巨匠道尔顿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化学家，达·芬奇既是机械发明家又是医学解剖学
家。
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常人只能专注于科学的某一个局部领域，所以才把物质
科学细分成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
尽管如此，这些学科的本质仍是相通的。
所以，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是理所当然的。
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往往能够获得更重要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化学>>

编辑推荐

《普通化学(第6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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