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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大学基础化学（生物医学类）》编写学习指导书，在某种意义上在难度上比编写教科书本身
更大。
学习指导书对于帮助同学课程学习，特别是复习考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编者上大学期间也曾经希望找到每一本教材的指导书，但我们有一个忧虑是如何使学习指导书在帮
助同学完成具体课程学习时，也能够不妨碍同学成功实现大学学习方式的转型。
　　诚如大家所知，“基础化学”一般是同学从中学学习转入到大学学习的第一课，也是实现学生学
习方式从知识传授教育到交流更新教育转型的重要一课。
尤其是对长期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高中学生来说，“基础化学”课程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
知识传授型教育的一个特色是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而学习指导书往往提供了课本习题的标准答案
。
而在交流和更新式教育中，问题往往没有标准答案，人们总是被激励去寻找一切可能的答案，从而人
们才得实现不断的创新、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学习到“宽容”及其对创新的意义。
　　所以学习了许多教学指导书之后，我们编写了这本习题解析。
本书由教研室老师集体创作：第1章和第2章由杨晓达、夏青执笔；第3章和第8章由黄健执笔；第4章和
第7章由张悦执笔；第5章和第10章由尹富玲执笔；第6章和第9章由刘会雪执笔；全书由杨晓达、刘会
雪统稿和审订。
此外，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2009级的李楠、腾博川、王超、信斯明、何欢、李雨书、刘博雅同学参与
了全书的审订工作，并从学生的角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对于本书有着贡献和帮助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真诚地希望本书对“大学基础化学（生物医学类）”课程的教学和学习有所帮助，也有利于
同学今后的大学学习。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书中不免存在一些错误和遗漏，欢迎各位老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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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学基础化学（生物医学类）》的学习指导书。
出于在努力帮助同学完成具体课程学习的同时，不妨碍同学实现大学学习方式从知识传授教育到交流
更新教育的转型，原书作者编写了本书，包括下列内容：①章节教学基本要求，②章节教学要点解析
，③思考题选解和④章节自测及参考答案。
此外，还介绍了一些掌握知识原理的技巧。
对于教师的教学安排和教学方法，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
    编者希望本学习指导书能够帮助同学更轻松地通过课程考试，同时提醒同学：化学的学习不是仅仅
为了取得一门课程的学分，而是要认真学好一门基础课，为后续的学习和工作作好必需的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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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自测  自测题答案第8章 沉淀反应  8.1 基本要求  8.2 要点和难点解析  8.3 思考题选解  章节自测  自测题
答案第9章 氧化还原反应  9.1 基本要求  9.2 要点和难点解析  9.3 思考题选解  章节自测  自测题答案第10
章 配位化合物  10.1 基本要求  10.2 要点和难点解析  10.3 思考题选解  章节自测  自测题答案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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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元素周期表前四周期）一些原子的电子结构　　原子的电子结构特别是外层电子结构决定了
原子的化学性质。
要求在记忆原子轨道能级排列的基础上，根据泡利不相容原理、能量最低原理和洪特规则写出一些重
要原子的电子结构。
一般，大学化学均要求掌握元素周期表前四周期原子和部分重要重金属原子如铅、金、银、汞、镉等
的电子结构。
　　5.原子的基本性质参数和原子化学性质的关系　　原子的基本参数包括：原子序数（即核电荷数
）和有效核电荷数、原子半径、原子量①、第一电离能和电子亲和能。
　　元素的电负性是综合考虑电离能和电子亲和能、反映原子核吸引成键电子相对能力的一个标度，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参数。
在化学反应和组成分子时，原子电负性大者吸引成键电子的能力强，反之就弱。
金属元素的电负性小于2，而非金属的电负性则大于2。
　　当一个电负性大的原子和电负性小的原子发生化学反应时，如果电负性接近，在反应时倾向于形
成共价键；如果电负性差别较大，电负性大的一方获得电子成为阴离子，电负性小的一方失去电子成
为阳离子，之间形成离子键；电负性小的金属元素之间反应时，一般形成金属键。
　　具有相同原子序数而原子量不同的原子互称为同位素，同位素间在化学反应速率、核自旋性质以
及放射性上存在差别。
6.熟悉元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包含了每一种元素的下列性质：原子序数，元素符号，元素名称，价层
电子组态以及精确的平均原子量，一些表也列出了元素同位素的原子量。
原子电子结构和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隐含于元素周期表之中。
通过元素在周期表中的位置可以将此元素的性质与其他元素进行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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