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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化工工人岗位培训教材》之一。
本书根据化工企业对技术工人的要求，以突出基本理论为指导思想编写而成。
内容包括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电解质溶液，氧化还原反应与电化学
基础，重要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重要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烷、烯、炔烃，脂环烃与芳香烃，卤
代烃,醇、酚和醚，醛和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等。
本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方便读者阅读和参考。
　　本书可作为化工企业技术工人的培训教材，也可供化工企业技术工人自学，还可作为从事化工安
全生产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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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0.1 化学是研究物质化学变化的科学　　世界是物质构成的。
物质永远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
化学变化就是物质运动形式之一——物质的化学运动。
研究化学的目的，在于认识物质的性质以及物质化学运动的规律，并将这些规律应用于生产。
物质的性质决定于物质的组成和结构，为了从本质上掌握化学变化的规律，化学必须首先研究物质的
组成、结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此外，化学变化中还常发生放热、吸热、光、电等现象。
总之，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规律以及伴随变化发生的现象的科学。
　　自然界中物质的种类繁多，但它们基本是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112种元素中的一种或几种所构成。
其中碳元素形成的化合物较为复杂，数量也远远超过由其他元素构成的化合物的总和，更不同的是这
些复杂的碳化合物是构成生物有机体的主要成分。
因此，化学又初步划分为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是专门研究碳的化合物的化学。
无机化学则是研究除碳元素以外的所有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化学。
碳酸盐、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氰化物、碳化物、硫氰化物等碳元素的简单化合物一般也划入无机化
学范围之内。
　　0.2　无机化学的发展与前景　　化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人类最基本的生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最初的制陶、金属冶炼、纸和火药的发明、瓷器和玻璃的制造、染色工艺的出现等，都是从生产实践
中发展起来的古代实用化学，它所涉及的原料及成品几乎都是无机物，所以最初的化学是无机化学。
化学的发展也是从无机物的研究开始的。
　　17世纪欧洲发生产业革命，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人们
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转化的新知识，加快了对物质世界认识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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