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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介绍了物理化学中的经典内容，如热力学、动力学、电化学、界面现象、胶体等。
舍去了难度较大的统计热力学和量子力学。
在热力学中以状态函数为基线，串联起各个知识点，强调热力学能、焓、熵、亥姆霍兹函数、吉布斯
函数五大判据，突出吉布斯函教和亥姆霍兹函数判据。
在动力学中重点介绍速率和机理，以速率系数串联各个知识点.强调常用的一级反应和二级反应的有关
计算。
在电化学中.重点介绍电解质溶液的性质，适当介绍电化学系统动力学。
在界面现象一章.重点介绍实用性较强的液体界面现象和固体吸附。
在胶体与粗分散系统一章，重点介绍目前应用较多的胶体和高分子溶液。
《物理化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材料、化工、轻工、制药、食品、农学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教
材，也可作为普通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供喜爱本学科的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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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自发过程的共同特征——不可逆性　　在一定条件下，不需要外力推动就可以自动进行的过
程，叫做自发过程。
自发过程具有共同的特征，即不可逆性，也就是说自发过程的逆过程不能自动进行。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　　（1）热量从高温物体传到低温物体是自发的，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是不自发的。
　　（2）气体向真空膨胀是自发的，它的逆过程气体的压缩不能自动进行。
　　（3）在一定温度下，氢气和氧气能自动反应生成水，但水不能自动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自发过程的逆过程不能自动进行，并不意味着逆过程不能进行，借助外力可以使自发过程的逆过
程进行。
但是，首先这个逆过程是不自发的；其次通过逆过程系统回到始态，这样系统虽然复原了，却留下了
其他变化。
在上面举的三个例子中：　　（1）我们用制冷机可以使热量再从低温物体传回到高温物体，留下的
其他变化是，环境损失了电功或其他功。
　　（2）我们可以把已经膨胀的气体压缩回去，但也要损失电功或其他功。
　　（3）可以用电解的方法使水变成氢气和氧气，但也要损失电功。
　　三、热力学第——定律的经典表述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都是从大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
第一定律宣告了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制成，第一类永动机是不需要输入能量而永远对外做功的机器，
这显然违背第一定律中能量守恒定律的原则。
第二类永动机是从单一热源吸热，再把热量全部变成功的机器。
例如，有人曾设想造一条船，把温度较高的海水吸进来，把温度较低的海水排回海里，温度变化带来
的热量用来开船，海水的量是巨大的，这样船就能一直在海里行进。
第二类永动机并不违背第一定律，但无数关于第二类永动机的设计都失败了，人们从失败中又总结出
一条重要的规律，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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