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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两个部分，无机化学部分主要由溶液、氧化还原和配合物，有机化
学部分主要有各类化合物、立体化学基础知识等内容。
与以往教材相比，本教材中化合物部分以功能团的结构特点、性质预测和经典化学反应为主线，删去
了命名、物理性质、制备等与医学专业相关程度不十分紧密的内容。
本教材最突出的特点是淡化了化学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强化了化学知识点、化学基本概念及其原理在
医学中的应用。
本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教师好教，学生好用，是首次为中医类、中西医结合、针灸推拿等本科
及西医类专科量身定制的医用化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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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三 标准电极电势表(291～29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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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用化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溶胶的稳定性 溶胶是高度分散的多相系统，胶粒的表面能很高，它们能自
发聚集而使体系能量降低，因此溶胶是热力学不稳定体系，然而经过净化的溶胶在一定条件下却能稳
定地长时间存在。
溶胶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是： 1.布朗运动胶粒直径比较小，布朗运动产生的动能足以克服其重力的作
用，使溶胶胶粒均匀分散不致因重力而沉降，即所谓的动力学稳定性。
 2.胶粒带电 由于胶团双电层结构的存在，胶粒都带有相同的电荷，相互排斥，阻止胶粒运动时相互接
近，故不易聚结成较大的颗粒而沉降。
胶粒带电越多，斥力越大，溶胶越稳定，它是溶胶稳定存在的主要因素。
 3.溶剂化膜的存在胶核外吸附层上的电位离子和反离子都有很强的溶剂化能力，使胶粒的外围形成了
一层溶剂化膜，将胶粒隔开而不易聚沉。
胶粒所带的电荷越多，溶剂化膜越厚，胶体的稳定性越大。
 （二）溶胶的聚沉 胶体粒子聚集成较大的颗粒从分散介质中沉淀出来的过程称为聚沉。
使溶胶聚沉的主要方法： 1.外加电解质溶胶对电解质十分敏感，加入少量电解质就能使溶胶聚沉。
这是因为加入电解质之后中和了胶粒的电荷，使胶粒之间的静电排斥作用减小，相互碰撞时就会聚集
成较大颗粒而聚沉。
 电解质对溶胶的聚沉作用，主要由其中与胶粒带相反电荷的离子引起的，即电解质中的负离子对正溶
胶起聚沉作用，正离子对负溶胶起聚沉作用。
带相反电荷离子的电荷数越高，其聚沉能力越大。
 江河人海口三角洲的形成，就是因为河流中的胶状黏土带负电荷，遇到海水后，被海水中带正电荷的
离子（Na+、Mg2+等）中和，随后沉淀堆积而成的。
 有机化合物的离子都有非常强的聚沉能力，特别是一些称为大分子絮凝剂的表面活性物质（如脂肪酸
盐）和聚酰胺类化合物的离子对于破坏溶胶非常有效，这已经应用在工业上以及土壤改良等方面。
 2.加入带相反电荷的溶胶将正溶胶和负溶胶互相混合，带异性电荷的两种胶粒互相吸引，中和了彼此
所带的电荷，从而使两种胶体都发生聚沉。
它与电解质聚沉溶胶不同之处在于：只有当正溶胶的胶粒所带总正电荷量恰好等于负溶胶的胶粒所带
总负电荷量时，才会完全相互聚沉，否则只能发生部分聚沉，甚至不聚沉。
 3.加热加热能使胶粒的运动速度加快，碰撞的机会增多；同时温度升高，削弱了胶核对离子的吸附作
用，从而减少了胶核所带的电荷，溶剂化程度随之降低，导致溶剂化层变薄，最终胶粒发生聚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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