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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梦想成为阿累尼乌靳那样伟大的科学家的青少年而讲的&ldquo;反应速度&rdquo;的故事　　在
我们的周边有许许多多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当然，有时这些化学反
应也会带来逆效应，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的麻烦。
早晨起床，我们就看到妈妈在厨房里为我们准备早餐，殊不知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实际上正在进行一
系列的&ldquo;化学反应实验&rdquo;。
只要留意观察，我们在上学的路上也能看到许多化学反应现象。
看那路边上的老建筑物，它的外部装饰已经褪色了，看那大桥上的工字钢也已经锈迹斑斑，还有用消
毒水给我们身上的伤口消毒，妈妈为我们做的饭菜&hellip;&hellip;所有这些都是化学反应过程或者是化
学反应的结果。
　　化学反应多种多样，而每一种化学反应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遗憾的是很多同学至今还以为化学反应只能是在课堂上学到的深奥的科学知识。
就是说，同学们还在认为化学反应只能是在学校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高难度的科学知识。
　　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也跟同学们一样一到自然科学课就感到头疼，想打盹儿，很难接受科学
理论。
由于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尽量从同学们的角度出发，力争做到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使同学们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掌握那些难以理解的科学知识。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请同学们千万不要存有畏难心理，因为本书里的科学知识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司空见惯的东西，也是日常生活的必要小常识。
　　我真诚期望这本书能够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使同学们在乐趣融融的气氛中掌握有关反应速度方面
的知识，进而对化学这门学科感兴趣。
我还希望我们的读者当中早日出现举世闻名的化学家，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创造更加美丽富饶的环境。
　　在此，我想向那些认真听我的化学课，并为我弥补不足之处的同学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也为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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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累尼乌斯，瑞典物理化学家，电离理论的创立者。
他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解释溶液中的元素是如何被电解分离的现象，研究过温度对化学反应速度
的影响，得出了著名的阿累尼乌斯公式，还提出了等氢离子现象理论、分子活化理论和盐的水解理论
，对宇宙化学、天体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等也有研究。
因为他的杰出贡献，阿累尼乌斯获得了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林修贤编著的《科学家讲的科学故事：阿累尼乌斯讲的反应速度的故事》这本书将告诉我们阿累
尼乌斯讲述的反应速度的故事。
读了《阿累尼乌斯讲的反应速度的故事》这本书，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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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请问同学们今天早晨在家里都吃了什么？
　　&mdash;&mdash;煎小鱼、酱海鲜、泡菜&hellip;&hellip;　　&mdash;&mdash;苹果、牛奶、香
蕉&hellip;&hellip;　　听到阿累尼乌斯突如其来的提问，同学们一时感到茫然。
　　那些都是妈妈早晨刚刚做的吗？
　　&mdash;&mdash;不是。
有的菜是新做的，可也有的菜是在冰箱里冷藏了好几天的。
　　那，我们的妈妈为什么把食物放进冰箱呢？
　　&mdash;&mdash;怕食物变坏了。
　　那么，把食物放进冰箱里就不会变坏了吗？
　　&mdash;&mdash;也不一定。
放的时间长了，冰箱里的食物照样会变坏。
我曾看过放进冰箱里的食物上也长过毛。
　　哦，原来食物在冰箱里也能够变坏。
那我们的妈妈为什么还要把食物放进冰箱呢？
　　面对阿累尼乌斯的提问，同学们更是不知如何回答。
　　&mdash;&mdash;为什么？
&hellip;&hellip;我们只知道妈妈总把剩饭剩菜放进冰箱里。
　　&mdash;&mdash;哈哈哈。
　　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可也有一些同学心里想将食物放进冰箱里肯定还有什么科学道理。
对冰箱同学们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几乎天天看到妈妈把食物放进冰箱里。
就在同学们低声议论的时候，小彬站了起来。
　　&mdash;&mdash;是为了延缓食物变坏的时间。
　　哦，你是说食物虽然在冰箱里也能变坏，可放进冰箱的食物可以延缓变坏的时间，对不对？
好一个聪明的想法。
　　阿累尼乌斯望着充满好奇心的同学们提出又一个问题。
　　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在平时吃苹果时的情景。
同学们吃苹果是连同果皮一起吃下的吗？
　　&mdash;&mdash;不。
削掉果皮之后吃下去。
　　削完皮的苹果放的时间一长就会产生什么现象？
　　&mdash;&mdash;苹果的颜色变成褐色。
　　同学们虽然嘴上这么回答，可他们心里都感到纳闷儿，削完皮的苹果为什么会变色？
　　一种物质变成另一种物质的现象&mdash;&mdash;化学反应　　同学们都看过妈妈为我们做饭的过
程，也都看过食物变坏的过程。
一种物质在另一种物质的作用下变成一种新物质的现象叫做化学反应。
妈妈烹制出来的食物、变成褐色的苹果都属于化学反应过程，就连妈妈在美容店烫发、被虫子咬过的
地方用消毒水进行消毒也都属于化学反应。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化学反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看看哪一位同学能够说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化学反应？
　　同学们谁都答不上来。
看到同学们紧张的样子，阿累尼乌斯笑了笑，便从兜儿里掏出一把大小不同、颜色也不同的红蓝两种
玻璃珠子。
　　好，同学们先回答我的问题。
谁知道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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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原子。
　　对。
原子是构成所有物质的基本粒子。
原子是非常细小的粒子，我们不可能坐在教室里观察它的模样。
因此，我们只好用原子的模型来说明物质的构成情况。
　　请同学们说说，这里的红色玻璃珠子和蓝色玻璃珠子能说是同一种原子吗？
 &mdash;&mdash;不能。
因为红色玻璃珠子和蓝色玻璃珠子在大小和颜色上都不一样，因此不能说它们俩是同一种原子。
　　回答得很好。
现在我们假定红色玻璃珠子是氧原子，蓝色玻璃珠子是氢原子。
把两个红色玻璃珠子放在一起意味着两个氧原子结合在一起，而两个氧原子结合在一起就会变成氧气
。
同样，两个氢原子结合在一起也会变成氢气。
　　氧气和氢气是由若干个原子结合在一起形成某一物质性质的分子组成的。
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用不同形式结合的分子构成的。
分子拥有与构成该分子的原子不同的性质。
　　那么，氧气和氢气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吗？
　　&mdash;&mdash;不是的。
氧气和氢气结合在一起就会变成水蒸气。
　　是的。
水蒸气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的。
如果氧气和氢气结合在一起构成水蒸气，那么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
　　&mdash;&mdash;原子们结合在一起了。
　　红色玻璃珠子和蓝色玻璃珠子在模样和颜色上有没有变化？
　　&mdash;&mdash;没有。
　　可见，原子的种类和原子的个数并没有变化，只是根据它们的不同排列生成了一种新的物质。
这种变化过程叫做化学反应。
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化学反应生成了与反应之前的物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物质。
　　反应物与生成物　　发生化学反应之前的物质叫做反应物，通过化学反应而新诞生的物质叫做生
成物。
由两个红色玻璃珠子和两个蓝色玻璃珠子构成的氧气和氢气属于反应物，由这两个反应物的结合而诞
生的水蒸气就是生成物。
　　红色玻璃珠子和蓝色玻璃珠子是同一种原子吗？
　　&mdash;&mdash;不是，是相互不同的两种原子。
　　由两个红色玻璃珠子结合而成的物质和两个蓝色玻璃珠子结合而成的物质叫什么来着？
　　&mdash;&mdash;叫做氧气分子和氢气分子。
　　氧气分子和氢气分子结合在一起会生成水蒸气分子，这个时候称氧气分子和氢气分子又叫什么来
着？
　　&mdash;&mdash;因为它们是反应之前的物质，所以叫做反应物。
　　那，由它们俩的结合而生成的水蒸气又叫什么来着？
　　&mdash;&mdash;叫做生成物。
　　反应物和生成物都是由同一种原子构成的，我们能不能把它们看做同一种物质？
　　&mdash;&mdash;由于原子排列组合不同，因此反应物和生成物是两种不同的物质。
　　原子本身不变，可因原子的排列组合不同而生成新物质的现象叫做什么来着？
　　&mdash;&mdash;叫做化学反应。
　　那好，现在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化学反应都有哪些。
　　&mdash;&mdash;牛奶里倒入酸奶，牛奶就变成黏稠状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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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ash;&mdash;时间一长，原本属于深灰色的钢钉就会生锈，变成红色的钢钉。
　　&mdash;&mdash;烤鱼的时候，如果火候过大鱼就会被烤成黑色的木炭状。
　　&mdash;&mdash;燃烧柴火，柴火就会变成灰烬。
　　同学们这才七嘴八舌地回答了阿累尼乌斯的问话。
刚开始满脑子的疑问终于一点一点地解开了。
这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向阿累尼乌斯提出了疑问。
　　快速反应和慢速反应　　&mdash;&mdash;老师，刚才您说食物变坏也是由化学反应引起的，这个
问题我可以理解，可将食物放进冰箱里化学反应为什么就会缓慢发生呢？
　　化学反应速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化学反应里既有快速反应，也有慢速反应。
即使是同一化学反应，随着反应条件的不同其反应速度也不尽相同。
　　不管是不是将食物放进冰箱，只要时间一长，任何一种食物都会变坏。
可如果减缓食物变坏的速度，我们就可以或多或少防止浪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请大家想想，放进冰箱里的牛奶和放在餐桌上的牛奶有什么不同？
　　&mdash;&mdash;放进冰箱里牛奶就变得凉爽。
　　&mdash;&mdash;保存空间的温度不一样。
　　呵呵，同学们真聪明，我还没有说，大家已经知道了温度低反应速度就会减慢的道理呀。
　　这次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化学反应的速度问题。
同学们已经知道即使是同样的化学反应，如果温度不同其反应速度也不同的道理。
可决定反应速度的因素除了温度以外还有好几种。
从明天开始，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影响反应速度的几种因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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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套优秀的科普读物，对培养中小学生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和好奇心，使他们热爱科学，
积极探索科学真理，能起到引领的作用。
　　&mdash;&mdash;王乃彦（中科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　　　　对于中小学生掌握自然科学知
识，培养创新思维，这套书具有启发意义，而且深入浅出这套书的写法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对我国的
科学推广有现实意义。
　　&mdash;&mdash;肖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药用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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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经典的科学，最前沿的技术加最通俗、最权威的解读，两院院士+知名学者+特级教师重磅推荐
，让孩子受益一生的&ldquo;科学家讲的科学故事&rdquo;！
　　林修贤编著的《科学家讲的科学故事：阿累尼乌斯讲的反应速度的故事》这本书将告诉我们阿累
尼乌斯讲述的反应速度的故事。
是一本优秀的科普读物，对培养中小学生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和好奇心，使他们热爱科学，积极探
索科学真理，能起到引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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