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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全国唯一的行业规划教材。
由“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
即：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宏观指导；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
会主办，具体制定编写原则、编写要求、主编遴选和组织编写等工作；全国2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科
专家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协助编写管理工作和出版。
目前新世纪第一版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和中药学三个专业54门教材，已相继出版3～4年，并在全国各
高等中医药院校广泛使用，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其中34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41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有32门教材连续遴选为“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2004年本套教材还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指定为执业中医师、执业中医助理医师和
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指导用书；2006年国家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和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均依据“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予以修
改。
　　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一版出版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先后两次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本套
教材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评议。
专家们的总体评价是：“本次规划教材，体现了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科
定位准确，理论阐述系统，概念表述规范，结构设计合理，印刷装帧格调健康，风格鲜明，教材的科
学性、继承性、先进性、启发性及教学适应性较之以往教材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教学第
一线，分别召开以学校为单位的座谈会17次，以学科为单位的研讨会15次，并采用函评等形式，广泛
征求、收集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有关领导、专家，尤其是一线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为本套教材
的进一步修订提高做了大量工作，这在中医药教育和教材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工作为本套教材的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10月，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修订原则是：①有错必纠。
凡第一版中遗留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不规范的计量单位和不规范的名词术语
、未被公认的学术观点等，要求必须纠正。
②精益求精。
凡表述欠准确的观点、表达欠畅的文字和与本科教育培养目的不相适应的内容，予以修改、精练、删
除。
③精编瘦身。
针对课时有限，教材却越编越厚的反应，要求精简内容、精练文字、缩编瘦身。
尤其是超课时较多的教材必须“忍痛割爱”。
④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增加相应内容。
⑤吸收更多院校的学科专家参加修订，使新二版教材更具代表性，学术覆盖面更广，能够全面反应全
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的水平。
总之，希冀通过修订，使教材语言更加精炼、规范，内容准确，结构合理，教学适应性更强，成为本
学科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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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之一，由全国21所中医药院校长期从事《物理化学
》教学工作的教师共同编写而成。
教材集众多兄弟院校在教学方面的宝贵经验，编写中既注意到学科本身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同时又注
意它与药学专业课程的联系，将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我们还力求文字简洁，内容精炼，阐述由浅入深。
每章配有适量的习题，并有配套习题解答，供教师与学生参考之用，以期成为具有中医药院校特色的
《物理化学》教材。
　　全书共分8章，包括热力学第一定律（包括热化学），热力学第二定律（包括化学平衡），相平
衡，电化学，化学动力学，表面现象，溶胶，大分子溶液。
前几章内容相对于综合性大学的该课程内容来说，要简单一些，而后几章注重与中药专业的应用相联
系，内容较为充实。
本书可供中医药院校各层次、各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医药工作者自学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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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物理化学在医药学中的应用第五节 气体一、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二、摩尔气体常数R三、混合理想气
体定律四、实际气体的范德瓦尔斯方程式习题第一章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化学第一节 热力学概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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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一、体系与环境二、体系的性质三、热力学平衡态四、状态与状态函数五、过程与途径六、热
和功第三节 热力学第一定律一、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经验叙述二、热力学能三、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数学
式第四节 可逆过程一、功与过程二、可逆过程第五节 焓一、定容热二、定压热第六节 热容一、热容
的概念二、定容热容三、定压热容四、热容与温度的关系第七节 热力学第一定律对理想气体的应用一
、理想气体的热力学能和焓——焦耳实验二、理想气体的Cp与CV的关系三、理想气体的定温过程四
、理想气体的绝热过程第八节 化学反应的热效应一、定容反应热与定压反应热二、热化学方程式三、
盖斯定律第九节 几种热效应一、生成热二、燃烧热三、溶解热第十节 反应热与温度的关系一基尔霍
夫定律本章小结思考题习题第二章 热力学第二定律第一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一、自发过程的共同特征
二、热力学第二定律经验叙述第二节 卡诺循环与卡诺定理一、卡诺循环二、卡诺定理第三节 熵的概
念——熵与熵增原理一、可逆循环过程与可逆过程的热温商二、不可逆循环过程与不可逆过程的热温
商三、熵增原理第四节 熵变的计算一、理想气体定温过程的熵变二、变温过程的熵变三、理想气体P
、V、T均变化过程的熵变四、相变过程的熵变五、理想气体混合过程的熵变六、摩尔熵的计算第五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本质——熵的统计意义一、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本质二、熵和热力学几率——玻兹曼
公式第六节 亥姆霍兹自由能与吉布斯自由能一、亥姆霍兹自由能二、吉布斯自由能三、△G的计算第
七节 热力学状态函数之间的关系一、热力学基本关系式二、麦克斯韦关系式第八节 偏摩尔量与化学
势一、偏摩尔量二、化学势第九节 化学势在稀溶液中的应用一、蒸气压下降二、沸点升高三、凝固点
降低四、渗透压第十节 化学平衡一、化学反应的方向和平衡条件二、化学反应等温方程三、多相反应
的化学平衡四、反应的标准摩尔吉布斯自由能变及平衡常数的计算五、温度对化学平衡常数的影响附
：非平衡态热力学简介一、敞开体系、非平衡态二、熵流、熵产生与耗散结构三、熵与生命本章小结
思考题习题第三章 相平衡第一节 基本概念——、相二、独立组分数三、自由度数四、相律第二节 单
组分体系一、水的相图二、克拉贝龙（clapeyron）一克劳修斯（Clausius）方程第三节 二组分气液平衡
体系一、完全互溶理想溶液的px图二、完全互溶理想溶液的T-x图三、完全互溶非理想溶液的p-x图
和T-x图四、精馏原理五、完全不互溶液体体系——水蒸气蒸馏第四节 二组分液一液平衡体系一、具
有最高临界溶解温度的体系二、具有最低临界溶解温度的体系三、同时具有最高、最低临界溶解温度
的体系第五节 二组分液一固平衡体系一、生成简单低共熔混合物的体系二、形成化合物的二组分体系
相图三、二组分体系部分互溶的固熔体相图第六节 三组分体系一、三组分体系组成表示法二、部分互
溶的三液体体系第七节 分配定律及其应用一、分配定律二、分配定律的应用——萃取附：超临界流体
萃取的基本原理和应用一、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基本原理二、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应用本章小结思考题习
题第四章 电化学第一节 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一、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二、法拉第定律⋯⋯第五章 
化学动力学第六章 表面现象第七章 溶胶第八章 大分子溶液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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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热力学（thermodynamics）是研究宏观体系能量相互转换过程中所遵循的规律的科学。
广义上讲，热力学是研究体系宏观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各种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过程中所发
生的能量效应；研究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过程变化的方向和限度等问题。
　　热力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两个定律是人类大量经验的总结，有着非常牢固的实验基础，它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已由无数事实所
证实，属于物理化学中最基本的定律。
　　应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化学变化及与化学变化相关的物理现象，就称为化学热力学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化学热力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来研究化学变化和相变化中的热效应问题，即热化
学；应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决各种变化的方向和限度问题，以及相平衡和化学平衡问题。
热力学第三定律是物质的熵的绝对值定律，它在化学平衡的计算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热力学的研究方法与局限性　　热力学的研究方法是采用严格的数理逻辑的推理方法。
热力学研究大量微观粒子所组成的体系的宏观性质，对于物质的微观性质即个别或少数微观粒子的行
为，无法作出解答，所得结论只反映微观粒子的平均行为，具有统计意义。
热力学无须知道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反应机理，只需知道体系的始态和终态及过程进行的外界条件，就
可进行相应的计算和判断。
热力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只知道其宏观结果而不知其微观结构，但却可靠易行，这正是热力学能得到广
泛应用的重要原因。
此外，热力学只研究体系变化的可能性及限度问题，不研究变化的现实性问题，不涉及时间概念，不
考虑反应进行的细节，因而无法预测变化的速率和过程进行的机理。
以上特点既是热力学方法的优点也是它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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