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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无机及分析化学河北大学教材基金资助出版马志领李志林主编本书主要包括化学基本原
理、化学平衡及应用、滴定分析、元素化学知识和吸光光度法等共18章，致力于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
思维和学习方法，提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编排时以化学基本原理为主线，将难度较大的理论知识和枯燥的元素化学知识交叉，将四大平衡与相
应的滴定分析方法融合在一起，把滴定分析方法、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作为理论的应用来讨论，使
难点得以分散，理论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更加适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和便于自学，可根据不同专业、
教学对象、教学时数等具体情况对教材进行灵活取舍。
     本书吸取了非化学专业教材浅显易懂的特点，保持了化学专业教材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无机化学和
分析化学的知识全面系统，可充分满足学生的考研需求。
     本书可作为化学、化工、材料、环境科学、药学、生命科学、医学及农林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也
可供环境工程、制药工程、轻工业及水产等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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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物质状态　　1.4　等离子体　　任何物质由于温度不同，可以处于固态、液态和气态，因
此常说物质有三态。
当物质从外界获得能量，它就可以从固态变为液态，再变为气态。
当然也可能从固态直接变为气态。
在物质变为气态以后，如果从外界继续得到能量，到一定程度后，它的粒子又可以进一步分裂为带负
电的电子和带正电的离子，即原子或分子发生了电离。
电离使带电粒子浓度超过一定数量（通常大约需千分之一以上）后，气体的行为虽然仍与平常的流体
相似，但中性粒子的作用开始退居到次要地位，带电粒子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物质表现出一系列新的
性质。
像这样部分或完全电离的气体，其中自由电子和正离子所带的负、正电荷量相等，而整体又呈电中性
、行为受电磁场影响的，称为等离子体。
因为物质的固、液、气态都属于聚集态，所以从聚集态的顺序来说，也常常把等离子态称为物质的第
四态。
　　等离子体现象并不少见。
光彩夺目的霓虹灯，电焊时耀眼的火花，闪电、火焰等，都是等离子体发光现象的表现；地球大气上
层的电离层就是等离子体形成的；跟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太阳也是一个大的等离子体球。
在我们的地球上，物质的等离子态算是特殊的，只有闪电、极光是天然等离子体形成的自然现象，但
人造等离子体却很多，如霓虹灯、电弧、白光灯、磁流体发电、受控热核反应中的工作物质都是等离
子体。
在整个宇宙中，按质量估计，90％以上的物质处于等离子态，像地球这样“冷”的固体倒是罕见的。
在从地球电离层间外的整个宇宙中，绝大部分物质以天然等离子态存在，如太阳和所有恒星、星云都
是等离子体。
　　等离子体服从气体遵循的规律，但与常态气体相比，还有一系列独特的性质，其显著特征是具有
高温、高流动性和高导电性。
等离子体具有一系列诱人的特征和主要应用。
它是电和热的良导体；粒子在无规则的热运动之外还产生某些类型的“集体”运动。
等离子体中带电粒子的电磁作用，有时也使等离子体本身像液体一样，在强磁场的作用下，凝集成具
有清晰边界的各种形状。
因此，在研究等离子体的有关问题时，常把它看成能传导电流、可以流动的连续介质，也就是把它当
作导电流体。
这种导电流体的行为和运动，可以用磁场加以影响或控制，也称它为“磁流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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