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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素质、人文科学
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为目标，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重视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
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
这是一本讲述化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大学素质教育类教材。
它改变了过去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截然分开的学习方法，把读者的视野引导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结合点上去求索。
它向读者提供了一幅有趣的、丰富的、美丽而人人都受益的画卷，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化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从古到今，它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改善了人们的生活。
化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化学作为中心学科，与能源、材料、农业、医药、环境、生命、日常生活以及国防建设都有密切的联
系。
化学在发展过程中使相关学科也有了新的发现和发展。
全书共分为9章（参考学时数为24-32学时），系统介绍了化学与人类社会，化学与生命现象，化学与
能源，化学与环境及化学与材料的关系，阐述了化学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尖端科技各个领域、
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密切联系，同时介绍了绿色化学的兴起与发展，诺贝尔化学奖给人类的启迪，化
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为了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还在每章末尾编写了“科学背景”，着重介绍了一
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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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地讲述了化学与社会的关系和化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层次清晰、重点突出、理论联系
实际，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
　　全书共9章：化学与社会的关系，化学与生命现象，化学与能源，化学与环境，今日绿色化学，
化学与材料，诺贝尔化学奖给人类的启迪，化学与科学技术等。
各章还编写了“科学背景”知识，介绍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希望通过这些使
学生具备一定的化学知识、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拓展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书尽量避免深奥的化学理论和详尽的复杂计算。
　　本书可作为科学素养与人文素质教育类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对化学与社会发展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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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命运动的基础是生物体内物质分子的化学运动。
因而，揭示生命运动的规律必定以认识生物体内的物质分子及其运动为前提。
再者，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有温和、定向、高选择性、高产率的特点。
因此，从化学的角度来研究生命过程，大致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出发：用纯化学手段在分子水平上了解
生命现象的本质；借助于有机合成和分子集约化手段创造出不同程度上再现生命现象的纯化学体系。
化学家参与生命科学研究的主要武器在理论上是分子的微观结构概念和键力与非键力相互作用、化学
反应动力学与机理等；在实验上是成分分离与分子结构分析、合成与模拟、反应速率与过程的测定等
。
目前，化学对于生物物质的研究对象已由常量、稳定的物质发展到微量、不稳定的物质；由单一分子
发展到分子集合体；由静态研究发展到动态研究，对生命化学过程的研究已深入到飞秒级（1×10-15s
）的快速过程。
下面就以当前开展比较活跃的一些领域为例作些介绍蛋白质、核酸和糖类是生物体的三大基本要素。
蛋白质掌管生物体内各种生物功能，例如，酶是一类具有催化作用的蛋白质，生物体内的所有反应几
乎都是由酶催化完成的；而核酸中储存着生命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它是构造一切生物有机体的总设计
师；糖不仅为生物有机体提供建筑材料和能量来源，而且还是高密度的信息载体，具有重要的细胞识
别能力。
研究这些生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将帮助人们从分子水平上了解生命现象的化学本质。
核酸的功能主要是贮存、传递和表达生物体的遗传性状。
这些功能是与其结构紧密相关的，一定的结构决定了一定的功能。
科学家可以利用体外的DNA重组技术，实现转基因动植物的培育，进行基因治疗，促进有用蛋白质的
生产以及合成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细菌等。
这就是通常说的基因工程或遗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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