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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化学与现代文明》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此次修订，是为文、管、经、法、外类各专业及原来不开设化学课的数学、力学、计算机等专业编写
的综合性较强的化学新教材。
《成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化学与现代文明》以化学为基础，综合地介绍了当代与化学有关的重要科技
前沿领域和社会热点问题，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文理渗透。
内容主要包括化学反应基本原理，大气与水体污染及其防治，能源及其开发利用，原子结构与周期系
及高新科技材料，DNA与生命，食物营养与健康等。
通过《成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化学与现代文明》的学习，可使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的同时体会化学在
分析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中的作用和价值，以及与许多相关学科的密切关系，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科学素
养，培养正确的科学观和综合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成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化学与现代文明》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管、经、法、外类及有关理工科
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有关专业的教材和大一化学本科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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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1 系统与环境 为了明确研究的对象，人为地将一部分物质或空间与其余物质或
空间分开（可以是实际的，也可以是假想的），被划定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系统之外，与系统密切
相关、影响所能及的部分称为环境。
 按照系统和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情况，通常可将系统划分为以下三类： （1）孤立系统系统和
环境间没有任何物质和能量交换。
 （2）封闭系统系统和环境间没有物质交换，但可以有能量交换。
 （3）敞开系统系统和环境间既有物质交换，又有能量交换。
 1.1.2单相系统与多相系统 系统中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均匀部分称为相。
所谓均匀是指其分散度达到分子或离子大小的数量级。
相与相之间有明确的界面，越过此相界面，一定有某些宏观性质（如密度、折射率、组成等）要发生
突变。
系统若按其相的组成来分，可分为单相系统和多相系统。
 对于相的概念，要分清以下几种情况。
 （1）一个相不一定只含一种物质。
例如空气（或溶液）虽然是多种物质的混合物，但由于内部完全均匀，所以是一个相的单相系统。
 （2）同一种物质可因聚集状态不同而形成多相系统。
例如，水和水面上的水蒸气，其组成虽同是H2O，但因有不同的物理性质，所以是两个相；如果系统
中还有冰共存，就构成了三相系统。
注意，数块大小不等的晶体冰仍属同一个相。
这种有两个相以上的系统都均为多相系统。
 （3）聚集状态相同的（固态或液态）物质在一起并不一定是单相系统。
液态乙醇与水可完全互溶，其混合液为单相系统；甲苯和水不互溶而分层，是相界面很清楚的两相系
统。
两种固态物质混合（除非形成合金）一般均为多相系统。
因为即使肉眼看来很均匀的固相混合物，其分散度亦远远达不到分子或离子级。
 1.1.3状态与状态函数 系统的状态就是系统一切性质的总和。
当系统处于某一确定状态时，它所具有的一系列性质都具有完全确定的数值。
这些性质是系统状态的单值函数，随着系统状态的变化而变化，故称之为状态函数。
 1.1.4 过程和可逆过程 系统的状态随时间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种变化称为过程。
完成这个过程的具体步骤是途径。
 系统经过某过程由状态Ⅰ变到状态Ⅱ之后，当系统沿该过程的逆过程回到原来状态时，则原来过程对
环境产生的一切影响同时被消除（即环境也同时复原），这种理想化的过程称为可逆过程。
例如等温可逆、绝热可逆、可逆相变等。
 实际过程都是不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是一种理想的过程，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客观世界中的实际过程只能无限地趋近于它。
但是可逆过程的概念却很重要。
可逆过程是在一系列无限接近平衡条件下进行的过程，因此它和平衡态密切相关。
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热力学函数的增量，只有通过可逆过程才能求得。
从实用的观点看，可逆过程最经济、效率最高。
所以，研究可逆过程的意义在于，可逆过程指出了能量利用的最大极限值（系统做最大功，环境消耗
最小功），可用来衡量实际过程完善的程度，从而确定提高实际过程效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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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化学与现代文明(第3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文、管、经、法、外类及有关理工科
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有关专业的教材和大一化学本科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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