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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依据教育部2001年审定下发的&ldquo;中等职业学校重点建设专业化学工艺专业主干课程
教学大纲&mdash;&mdash;化学基础课程教学大纲&rdquo;编写的。
　　本书内容以初中化学和物理知识为基础，打破原有的学科体系，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
学等基础化学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中等职业教育化工专业培养目标及职
业教育的特点。
在内容的安排上既满足了专业所必需的化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运算和基本技能的需要，同时
我们也降低了理论部分的难度，对理论的阐述力求做到通俗易懂、简明精炼，避开复杂的数学公式的
推导，着重定义及数学表达式的物理意义以及使用条件的阐述。
突出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使所学知识转化为技能，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该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化学与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同时安
排一定数量的课堂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该书所涉及的知识面广，不仅讲述了一些与现代科技、现代
国防和现代工农业生产有关的化学知识，而且在各章（除第15、16章外）后面还附有阅读材料，介绍
部分在化学科学上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及其他与化学有关的科普知识；该教材还增设了环保和能源两
章内容，这对于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开发利用新能源、重视节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教材为方便学生有目的的自学以及使学生能复习、巩固本章知识，各章都有学习目标、本章小
结和形式多样的习题；本书中注有&ldquo;*&rdquo;号部分为选学内容，各校可根据需要选择讲授；小
字部分则可供学生自学。
　　本教材所使用的符号和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3102&mdash;93所指定的符号
和单位。
　　本书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化学工艺类专业，也可作为其他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有关专业的
教材或参考书。
　　本书由湖南省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旷英姿主编。
各章执笔者为：江西省化工学校杨国荣（第4～9章）、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沐光荣（第12～15章）、主
编（第1～3、10、11、16章及学生实验、附录等）。
全书由旷英姿统稿。
　　本书由吉林化工学校胡学贵担任主审；全国石化行业中专教学指导委员会基础化学课程组组长潘
茂椿同志自始至终参与了该书的策划和指导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湖南省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老师、领
导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们在编写时也曾参考了相关的教材和专著
，在此～并深表谢忱。
参考文献列于书末尾。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上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
正，以便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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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化学基础》以初中化学和物理知识为基础，打破原有的学科体系
，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化学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化学基础》在内容的取舍方面充分考虑了中职教育化学工艺类专业培
养目标所必需的化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运算和基本技能的讲述，同时降低了理论部分的难度
，突出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化学基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所涉及的知识面较广。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化学基础》既可用作于中等职业学校化学工艺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供
相关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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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0.1 化学的研究对象0.2 基础化学的分支0.3 中国化学的发展0.4 化学在国民经济及日常生活中的作
用0.5 化学基础课程的任务和学习方法第一篇 化学原理和概念1. 化学基本量及其计算1.1 物质的量1.1.1 
物质的量及其单位1.1.2 摩尔质量1.1.3 有关物质的量的计算1.2 气体的摩尔体积1.2.1 气体的摩尔体
积1.2.2 有关气体摩尔体积的计算1.3 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及计算1.3.1 物质的量浓度1.3.2 有关物质的量
浓度的计算1.4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1.4.1 化学方程式1.4.2 根据化学方程式的计算本章小结思考与练
习【阅读材料】创立分子学说的阿伏伽德罗2.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2.1 原子的构成同位素2.1.1 原子的
构成2.1.2 同位素2.2 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2.2.1 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特征2.2.2 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2.3 元
素周期律2.3.1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周期性变化2.3.2 原子半径的周期性变化2.3.3 元素主要化合价的周期
性变化2.4 元素周期表2.4.1 元素周期表的结构2.4.2 周期表中主族元素性质的递变规律2.4.3 元素周期表
的应用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阅读材料】化学家门捷列夫3. 化学键与分子结构3.1 化学键3.1.1 离子
键3.1.2 共价键3.2 分子的极性3.3 分子间力和氢键3.3.1 分子间力3.3.2 氢键3.4 晶体的基本类型3.4.1 晶体的
特征3.4.2 晶体的基本类型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阅读材料】单独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鲍林4. 气
体、液体和溶液4.1 理想气体4.1.1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4.1.2 混合气体定律4.2 液体和溶液4.2.1 饱和蒸气
压4.2.2 沸点4.2.3 溶解度4.2.4 拉乌尔（Raoult）定律以及溶液的沸点和凝固点4.2.5 亨利（Henry）定
律4.3 相、相变化和相图4.3.1 相和相平衡4.3.2 相图4.4 表面现象4.4.1 比表面4.4.2 表面功和表面张力4.4.3 
吸附现象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阅读材料】乳状液5.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5.1 化学反应速率5.1.1 反
应速率的表示方法5.1.2 影响反应速率的因素5.2 化学平衡5.2.1 可逆反应与化学平衡5.2.2 平衡常数5.3 化
学平衡的移动5.3.1 化学平衡移动原理5.3.2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移动原理在化工生产中的应用本章
小结思考与练习【阅读材料】影响多相化学反应的因素6. 电解质溶液和离子平衡6.1 电解质的电离6.1.1 
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6.1.2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6.1.3 电离度6.2 衡量电解质导电性能的参数6.2.1 电导及
电导率6.2.2 摩尔电导率6.3 离子反应和离子方程式6.3.1 离子反应和离子方程式6.3.2 离子反应发生的条
件6.4 水的电离和溶液的pH值6.4.1 水的离子积常数6.4.2 溶液的酸碱性和pH值6.4.3 酸碱指示剂6.5 盐类
的水解6.5.1 盐类的水解6.5.2 影响盐类水解的因素和盐类水解的应用6.6 沉淀与溶解平衡6.6.1 溶度
积6.6.2 溶度积规则及应用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阅读材料】人体血液的缓冲作用7. 化学热力学初步7.1 
基本概念和术语7.1.1 系统和环境7.1.2 系统的性质7.1.3 状态和状态函数7.1.4 过程和途径7.1.5 热力学
能7.1.6 热和功7.2 热力学第一定律及其应用7.2.1 热力学第一定律7.2.2 焓7.2.3 热容7.2.4 热力学第一定律
对理想气体的应用7.3 热化学7.3.1 化学反应的热效应7.3.2 热化学方程式7.3.3 标准摩尔生成焓和标准摩
尔燃烧焓7.4　热力学第二定律7.4.1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达7.4.2 熵的初步概念7.4.3 吉布斯（Gibbs）函
数7.4.4 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Delta;rGm）与平衡常数的关系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
【阅读材料】对伪科学&ldquo;热死论&rdquo;的批判8. 氧化还原反应和电化学基础8.1 氧化还原反
应8.1.1 氧化还原反应8.1.2 氧化剂和还原剂8.2 原电池8.2.1 原电池的工作原理8.2.2 有关原电池的几个基
本概念8.3 电极电势8.3.1 电极电势的测定8.3.2 标准电极电势的应用8.3.3 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8.4 电
解8.4.1 电解的原理8.4.2 电解的应用9. 配位化合物9.1 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9.1.1 配合物的定义9.1.2 配
合物的组成9.1.3 配合物的命名9.2 配合物的稳定性9.2.1 配离子在水溶液中的离解平衡9.2.2 配位平衡的
移动9.3 配合物的应用第二篇　元素知识10. 常见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11. 常见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第
三篇　有机化合物12. 烃13. 烃的衍生物14. 其他常见有机物第四篇　环境和能源15. 化学与环境16 能源
学生实验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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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气体、液体和溶液　  学习目标　  理解理想气体概念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混合气体定律，并
能进行有关计算；了解液体的沸点、饱和蒸气压的概念；理解溶解度概念并能进行有关计算；理解拉
乌尔定律和亨利定律；了解相变化类型及相平衡；了解比表面、表面能和表面张力的概念；了解吸附
的有关概念。
　  人们日常接触的物质并不是单个的原子或分子，而是它们的聚集状态。
在自然界中物质的聚集状态有三种：气态、液态和固态。
　  气态的基本特征是分子间的平均距离比分子的直径要大得多，所以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较小，因
而气体分子热运动能克服分子间的作用力而充满任何形状的容器，并表现出较大的可压缩性。
　  固体的基本特征是组成固体的分子（或原子、离子）间距离很小，分子之间的吸引力很大，因此
固体有一定的形状和体积，且很难被压缩。
　  液体的性质介于固体和气体的性质之间。
其分子间的距离比气体分子问的距离小，而比固体分子间的距离大；相反，液体分子问的吸引力比气
体分子间的吸引力大，而比固体分子间的吸引力小。
因此，液体有一定的体积，而无一定的形状，较难被压缩。
　  等离子体　  物质除了以气态、液态和固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以外，还有第四种聚集状态，即等离
子体。
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加热、放电和辐射等，气体经电离产生由大量的带电粒子（离子、电子）和中性
粒子（原子、分子）所组成的体系，因其中正电荷总数等于负电荷总数，所以称为等离子体。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遇到过等离子体。
如闪电是由空气放电而形成的等离子体在发光，霓虹灯里面是氖或氩的等离子体在发光。
太阳是一个灼热的等离子体，地球大气上层受太阳的辐射作用，也是由等离子体组成，该上层大气称
为电离层，远距离无线电通讯就要依靠这个电离层。
　  等离子体的有些规律与气体类似，如密度很小，当温度很高时，它与理想气体相似。
但等离子体又不同于气态物质，表现在它可以导电，且在磁场的作用下，等离子体的粒子可以　  作
有规律的运动，它们的运动可以被磁场控制。
等离子体还具有很活泼的性质，易于参加各种化学反应等等。
并不是任何电离气体都是等离子体，只有当电离程度大到使带电粒子密度达到所产生的空间电荷足以
限制自身运动时，系统才转变成等离子体。
由于等离子体的这些特性，使我们有可能为等离子体寻找新的用途。
例如，采用等离子体技术将为人们提供大量的新材料和新的测试手段。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气、液、固三种状态可以互相转化。
例如，水在101.325kPa，273.15K时结冰，是固态；373.15K时沸腾汽化，是气态；273.15K～373．15K之
间是液态。
　  相比之下，物质的三种聚集状态中，气体的性质最为简单。
尤其随着压力的减小，一定量气体的体积增大，分子问的平均距离也随之加大，而分子间力则趋于减
小。
在压力很低时，分子问作用力往往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程度。
因此，与液体、固体相比，气体是最简单的一种聚集状态，故其宏观性质所表现出来的规律也简单得
多。
此外，由于气体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混合性，人们对气体的研究也最早，实验和理论所得到的成果也
比较完整。
在化工　  生产中往往要处理各种气体。
因此了解它们的性质，掌握它们的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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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化学基础（第2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