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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3年，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鉴于我国药学高等专科教育一直没有进行全国性的教材建
设，根据国家教委（1991）25号文的要求负责组织、规划高等药学专科教材的编审出版工作。
在国家教委的指导下，在对全国高等药学专科教育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普通高等专科教育药学类教材
建设委员会于1993年底正式成立，并立即制订了“八五”教材编审出版规划。
1995年，经100多位专家组、编写组教师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建国以来第一
套普通高等专科教育药学类规划教材终于面世了。
其后，又根据高等药学专科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医药行业生产、流通、服务、管理第一线培养应用型
技术人才的需要，立即组织编审、出版了相关的配套教材（实验指导、习题集），以加强对学生的实
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该套规划教材是国家教委“八五”教材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当时高等药学专科教育的现实情况考虑，统筹规划、全面组织教材建设活动，为优化教材编审队伍
，确保教材质量，规范教材规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这套规划教材受到了药学专科教育的大多数院校的追崇及广大师生的喜爱，其使用情
况一直作为全国高等药学专科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基本依据之一，可见这套教材的影响之大。
　　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近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国药学高等专科教育变化也较大，加之教学大纲
的不断调整，这套教材已不能满足现在的教学需要，亟需进行修订。
但是，，因为原主管部门已不再管理我国药学高等专科教育，加之一些高等药学专科学校已经合并到
其他院校，原普通高等专科教育药学类教材建设委员会已不能履行修订计划。
因此，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药学类教材编辑委员会接管了这项工作，组成了新的普通高等专科教育药学
类教材建设委员会，组织了这套规划教材的修订，希望修订后的这套规划教材能够适应当前高等药学
专科教育发展的需求。
在修订过程中，考虑到高等专科教育中全日制教育、函授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办学形式，力求使这
套教材能具有通用性，以适应不同办学形式的教学要求。
学术是有继承性的，虽然第一版的一些作者已经退休或因为其他原因离开了药学高等专科教育岗位，
不能继续参加这套教材的修订工作，但是他们对这套教材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在此，我们谨对他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套规划教材修订出版后，竭诚欢迎使用本教材的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进行教材评
优工作，不足之处我们将在以后修订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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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专科教育药学类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按“需用为准、够用为度、实用为先”的原则选取和编排教学内容，包括无机化学原理和元素
化学物性质两部分，共计13章。
全书重点讲授了溶液理论、化学反应的速率和限度、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以及酸碱平衡、沉淀溶解平
衡、氧化还原平衡、配位平衡等无机化学基本原理；对于元素化合物性质则以元素周期律为依据，突
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和反应类型，强调其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和作用，以及其
药用价值。
还包括“生物无机化学基本知识”一章，介绍了生物元素、生物矿化、矿物药以及现代生物无机化学
的发展。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院校、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本科院校的二级学院药学及相关
专业的教学用书，并可作为社会从业人士的业务参考书及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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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的关系    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第八章  共价键与分子结构  第一节  共价键理论    一、现代价键
理论    二、杂化轨道理论    三、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    四、键参数  第二节  分子间作用力与氢键    一、
分子的极性    二、分子间作用力    三、氢键第九章  配位化合物  第一节  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    一、
配合物及其组成    二、配合物的化学式及命名    三、配合物的类型  第二节  配合物的价键理论    一、价
键理论的基本要点    二、内轨型配合物和外轨型配合物    三、配合物类型的判断    四、配合物的立体
构型    五、配合物的几何异构  第三节  配位平衡    一、稳定常数和不稳定常数    二、配位离解平衡的应
用    三、螯合物的稳定性  第四节  配合物的应用    一、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二、在生物科学和医学领
域中的应用    三、在工农业领域中的应用第十章  s区元素及其化合物  第一节  碱金属元素    一、碱金属
的通性    二、碱金属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三、常见的碱金属盐类    四、碱金属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
布及作用    五、常用的含碱金属元素药物  第二节  碱土金属元素    一、碱土金属的通性    二、碱土金属
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三、常见的碱土金属盐类    四、碱土金属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    五、
常用的含碱土金属元素药物第十一章  p区重要元素及其化合物  第一节  卤素    一、卤素的通性    二、
卤素单质    三、卤化氢和氢卤酸    四、卤素的含氧酸及其盐    五、卤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    六、
常用的含卤素药物  第二节  氧族元素    一、氧族元素的通性    二、氧、臭氧和过氧化氢    三、硫、硫化
氢和金属硫化物    四、硫的重要含氧酸及其盐    五、氧族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    六、常用的
含氧族元素药物  第三节  氮族元素    一、氮族元素的通性    二、氨和铵盐    三、氮的含氧酸及其盐    四
、磷的含氧酸及其盐    五、砷、锑、铋的重要化合物    六、氮族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    七、
常用的含氮族元素药物  第四节  碳族和硼族元素    一、碳族和硼族元素的通性    二、活性炭的吸附作
用    三、碳的无机含氧酸及其盐    四、硅的含氧化合物    五、硼酸和硼砂    六、铝、锡、铅的重要化合
物    七、碳族和硼族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    八、常用的含碳族和硼族元素药物第十二章  过渡
元素  第一节  过渡元素的通性    一、过渡元素的基本性质变化特征    二、过渡金属单质的物理性质    三
、过渡金属的化学性质  第二节  重要过渡元素及其化合物    一、铬和锰    二、铁、钴、镍    三、铜和银
   四、锌、镉、汞的重要化合物    五、过渡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    六、常用的含过渡元素药物
第十三章  生物无机化学基本知识  第一节  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第二节  生物元素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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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药的分类    二、矿物药作用的化学基础    三、矿物药的特点    四、矿物药研究方向  第五节  生物无机
化学的应用    一、生物无机化学与现代医学    二、化学模拟生物过程附录  附录一  元素的相对原子质
量  附录二  常用酸碱的相对密度和浓度  附录三  一些质子酸的解离常数  附录四  常用酸碱指示剂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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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常见的分子离子分散系是糖水和盐水。
由于分散相粒子很小，用很高倍数的显微镜也不能看出分散在水中的蔗糖分子或Na＋、cl－离子。
将糖水或盐水倒在滤纸上，蔗糖分子或Na+、cl一离子与水分子一样可自由通过滤纸。
将糖水或盐水放在密闭容器里，只要不改变外界条件，无论放置多久，糖和盐也不会从水中析出。
可见分子分散系是由分散相与分散介质组成的均匀而稳定的体系。
通常把这种分散系称为溶液，而将分散相（蔗糖、盐）与分散介质（水）分别称为溶质和溶剂。
　　溶液可以是固态的（如合金）、液态的（如糖水、盐水）和气态的（空气），不过通常所说的溶
液都是指液态溶液。
而水是最常见的溶剂，通常不明确指明溶剂的溶液都是水溶液。
水溶液是最重要的一种溶液。
除水之外的其他液体，如乙醇、苯、乙醚等也可以为溶剂，所形成的溶液称为非水溶液。
对非水溶液要注明溶剂名称。
例如，碘溶解在乙醇中的溶液称为碘的乙醇溶液。
　　溶胶的分散相粒子即胶体粒子是由许多分子或原子聚集而成的。
例如，硫溶胶、金溶胶及氢氧化铁溶胶。
而高分子化合物溶胶的分散相粒子就是单一的高分子化合物分子，分子的大小已达到1～100nm范围。
高分子化合物（如蛋白质）溶解于溶剂（如水）中即成高分子化合物溶液。
　　在一个体系中，物理和化学性质相同的部分称为“相”，每一相内部都是均匀的（即以分子或离
子为单位互相混匀），而相与相之间由界面分开。
根据分散系中相数的不同，分散系又可分为均相分散系（homogeneousdispersedsystem）和非均相分散
系（1aeterogene——ousdispersedsvstem）两大类。
凡是只含有一个相的分散系称为均相（单相）分散系，而含两个或两个相以上的分散系则称为非均相
（多相）分散系。
当分散质以单个分子（或离子）分散在分散介质中时，分散系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溶质分子（或离子）
和溶剂分子的均匀混合物，分散质和分散介质之间没有界面，每一部分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完全相同，
形成一相，故这样的分散系属于均相分散系（如碘酒、盐水等）。
当分散系的分散质粒子是由许多分子组成的粗分散系时，分散质粒子与分散介质因其物理和化学性质
不同，分散质和分散介质它们之间存在有界面，成为不均匀的两相（无论分散系中有多少个相同的分
散质粒子也只属于一相）。
这样多相的分散系属于非均相分散系（如乳状液、泥浆等）。
　　分子离子分散系、胶体分散系和粗分散系之间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没有明显的界线，三者之间
的过渡是渐变的，某些系统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或者三种分散系的性质。
因此，以分散质粒子直径的大小作为分散系分类的依据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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