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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供护理助产及其他相关专业使用）：医用化学基础（第2版
）》内容的选取既保持《医用化学基础》自身的相对系统性，又突出了与医学课程的结合及临床应用
。
理论部分共分15章，根据护理工作岗位需要，在第1版的基础上，增加了元素与健康一章；每章均附有
与医学相关的知识链接和有针对性的复习题；对较抽象难懂的内容尽量附加图示，使复杂的内容简明
化；在表述上，语言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实验部分编写了6个实验项目，包括性质实验、综合实验和制备实验。
旨在巩固所学理论知识，注重学生多动手、勤思考，突出理论知识的应用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用化学基础>>

书籍目录

理论部分 第1章 绪论 一、化学研究的对象 二、化学与医学的关系 三、医用化学基础知识的内容与学
习方法 第2章 溶液 第一节 溶液组成量度的表示方法 一、分散系 二、溶液组成量度的表示方法 三、溶
液组成量度间的换算 四、溶液的配制与稀释 第二节 胶体溶液 一、溶胶 二、高分子溶液 第三节 溶液
的渗透压力 一、渗透现象和渗透压力 二、渗透压力与浓度、温度的关系 三、渗透浓度 四、渗透压力
在医学上的意义 第3章 电解质溶液 第一节 酸碱质子理论 一、酸碱的概念 二、酸碱反应 第二节 弱电解
质的解离 一、解离平衡和解离平衡常数 二、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 第三节 水溶液的酸碱性及pH的计算 
一、水的解离和溶液的pH 二、共轭酸一、碱Ka与Kb的关系 三、一元弱酸、弱碱溶液pH的计算 第4章 
缓冲溶液 第一节 缓冲溶液 一、缓冲溶液及其组成 二、缓冲溶液的pH 三、缓冲容量和缓冲范围 第二
节 缓冲溶液的配制 第三节 缓冲溶液在医学上的意义 第5章 原子结构和分子结构 第一节 核外电子的运
动状态 一、原子的组成及同位素 二、核外电子运动的特殊性 三、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第二节 原子核
外电子排布和元素周期律 一、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 二、原子的电子组态和元素周期表 三、元素性质
的周期性变化 第三节 共价键 一、共价键的概念 二、现代价键理论 第四节 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 一、
分子问作用力 二、氢键 第6章 有机化合物概论 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一、有机化合物和有机
化学的关系 二、有机化合物构造式的表示方法 第二节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原则 一、有机化合物
的分类 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原则 第7章 烃 第一节 烷烃 一、烷烃的结构 二、烷烃的命名 三、烷烃的
性质 第二节 烯烃 一、烯烃的结构 二、烯烃的命名 三、烯烃的性质 第三节 炔烃 一、炔烃的结构 二、
炔烃的命名 三、炔烃的性质 第四节 脂环烃 一、脂环烃的分类和命名 二、脂环烃的性质 第五节 芳香
烃 一、苯的结构 二、苯的同系物的异构和命名 三、苯及其同系物的性质 四、稠环芳烃 第8章 醇、酚
、醚 第一节 醇 一、醇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醇的性质 第二节 酚 一、酚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
酚的性质 第三节 醚 一、醚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醚的性质 第四节 醇、酚、醚在医学上的应用 一
、医学上常用的醇 二、医学上常用的酚 三、乙醚在医学上的应用 第9章 醛、酮 第一节 醛、酮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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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六、氟 氟的主要生理功能：①牙齿的重要成分；②骨盐的组成部分。
 氟缺乏会发生龋齿，老年人缺氟时，钙、磷的利用受到影响，可导致骨质疏松。
 急性氟中毒的症状和体征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心功能不全、惊厥、麻痹以及昏厥。
慢性毒性长期摄入低剂量的氟（1～2mg·L-1饮水）所引起的不良反应为氟斑牙，而长期摄入高剂量
的氟则可引起氟骨症。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膳食参考摄入量为：成年人的适宜摄入量为1.5mg·d-1，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为3.0mg·d-1。
 人体每日摄入的氟约65％来自饮水，30％来自食物，其中以茶叶含氟量最高。
动物性食品中氟高于植物性食品，海洋动物中氟高于淡水及陆地食品。
 七、硒 硒的生理功能：①构成含硒蛋白与含硒酶的成分，它们起着抗氧化、调节甲状腺激素代谢和
维持维生素C及其他分子还原态作用等；②抗氧化作用，起到延缓衰老乃至预防某些慢性病的发生；
③对甲状腺激素的调节作用；④维持正常免疫功能；⑤维持正常生育功能。
 硒缺乏的表现主要是脱发、脱甲，部分患者出现皮肤症状，少数患者可出现神经症状及牙齿损害。
人轻度或中度缺硒，其征兆或症状不明显。
人体缺硒可能产生的疾病：能量缺乏性营养不良、血溶性贫血、克山病、大骨节病、高血压、缺血性
心脏病、肝硬化、胰腺炎、纤维瘤、癌症、肌瘤、不孕症、糖尿病、白内障等。
 中国营养学会2000年提出的每日膳食硒参考摄入量，18岁以上者推荐摄入量为50μg·d-1，可耐受最
高摄入量为400μg·d-1。
 富含硒元素的食物主要有各种植物油、鲜蔬菜和水果类，还有贝类、蛋类、坚果类，小麦、玉米、大
白菜、南瓜、大蒜和海产品等。
黄油、鱼粉、龙虾、蘑菇、猪肾、大蒜等食物虽然含有一定的硒元素，但吸收率不太理想。
营养学家提倡补充有机硒，如硒酸酯多糖、硒酵母、硒蛋、富硒蘑菇、富硒麦芽、富硒天麻、富硒茶
叶、富硒大米等。
食物中硒含量测定值变化很大，影响植物性食物中硒含量的主要因素是其栽种植物土壤中的硒含量和
可被吸收利用的量。
因此，即使是同一品种的谷物或蔬菜，由于产地不同而硒含量不同。
 八、铜 铜的生理功能主要是：①构成含铜酶与铜结合蛋白的成分；②维持正常造血功能，铜参与铁
的代谢和红细胞生成；③促进结缔组织形成；④维护中枢神经系统的健康；⑤促进正常黑色素形成及
维护毛发正常结构；⑥保护机体细胞免受超氧阴离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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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医用化学基础(第2版)》是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供护
理、助产及其他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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