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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通化学（General chemistry）是高等农业、林业、牧业、水产类院校本科生的一门概论性的重要基础
课，也是一门承前启后的重要化学理论基础课。
它的任务是在学生中学阶段掌握的化学知识的基础上，为后续化学课程和专业课程提供必备的化学基
础知识。
2008年11月，教育部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农林基础教学指导委员
会”）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重新讨论了综合性大学与高等农林院校普通化学的课程内容与教学基本要
求，提出了“强化基础、改革创新、示范教材”的建设思路，据此，“农林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组
织了一批相关高等农林院校长期工作在教学与科研一线的骨干教师编写了这本示范教材。
根据普通化学在各高等农林院校教学计划中的地位和设课目的，本书总体分为5个部分，主要以化学
物质为主线讲述物质的存在状态、物质的微观结构、物质化学变化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第1部分以物质的状态为主题，对中学化学及物理的有关知识进行归纳和延伸。
第2部分介绍物质的微观结构与性质，使学生了解微观粒子的基本特征和原子结构，化学键理沦与分
子结构、性质的关系。
第3部分在讲述化学反应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使学生对宏观化学反应过程中的能量关系，化学反应方
向及限度，反应速率等问题有所了解，之后在第4部分能利用这些宏观规律来认识化学变化，学会用
化学平衡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并结合元素周期律对一些农业领域常见的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结构、
组成、性质及相应的变化作一些介绍，引导学生运用化学反应原理，并联系结构化学的知识，从物质
的组成结构上理解和掌握元素性质及其变化规律。
本书充分考虑农林各专业的培养需求以及农科生源的实际水平的个性及其延伸，为了加强学生对化学
学科的全面认识，在第5部分注意融人化学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贡献，体现化学与农业等各专业的
联系及应用，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对身边发生的化学现象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并对化学
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教师可根据授课需求在几个模块和顺序上作灵活处理。
每章末特配有“本章小结”和“习题”，以利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掌握重点。
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书中穿插有化学新知识等，以利于素质教育和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化学>>

内容概要

　　《普通化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的“强化基础、改革
创新、示范教材”的建设思路编写的示范教材。
全书共分为5个部分12章，主要以化学物质为主线讲述物质的存在状态、物质的微观结构、物质化学变
化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化学热力学与动力学基础，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和配合物结构以及四大平衡等，同时为
了加强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全面认识，了解化学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贡献，融入了与生命科学、环境
科学、材料科学等有关的一些化学成就，并注意体现化学与农业等各专业的联系及应用，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使学生对身边发生的化学现象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与《普通化学》配套的还有普通化学学习指导及多媒体课件。
　　《普通化学》可作为高等农、林、牧、水产类各专业本科生普通化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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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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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基础第2章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2．1 原子与原子结构理论的发展2．2 微观粒子特性及其运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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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6．5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本章 小结习题第4部分 水溶液中的化学反应及其一
般规律第7章 酸碱反应7．1 酸碱质子理论7．2 水溶液的酸碱平衡7．3 酸碱平衡的移动7．4 缓冲溶液7
．5 无机酸碱简介本章 小结习题第8章 沉淀反应8．1 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8．2 溶度积规则8．3 沉淀的
生成8．4 沉淀的溶解8．5 分步沉淀在几种常见的金属离子分离鉴定中的应用本章 小结习题第9章 氧化
还原反应9．1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9．2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9．3 氧化还原反应与原电池9
．4 电极电势9．5 能斯特(Nernst)方程及其应用9．6 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9．7 几种常见元素及其化合
物的氧化还原反应及应用本章 小结习题第10章 配位反应10．1 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10．2 配位化合
物的化学键理论10．3 配位化合物在水溶液中的稳定性和平衡10．4 与生物无机研究有关的配位化学原
理本章 小结习题第5部分 化学在我们身边第11章 化学与生活11．1 化学元素与人体健康11．2 丰富多彩
的生活材料11．3 功能材料习题第12章 化学与环境12．1 大气污染及防治12．2 水污染及其防治12．3 
土壤污染及其防治习题附录参考文献专业化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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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3．2超临界流体任何物质均呈现出液体、气体、固体等状态变化。
如果提高温度和压力，物质的状态将发生变化，当达到特定的温度、压力时，液体与气体的界面消失
，该点被称为临界点。
在临界点附近，会出现流体的密度、黏度、溶解度、热容量、介电常数等所有流体的物性发生急剧变
化的现象。
温度及压力均处于临界点以上的液体叫超临界流体（supercriticalfluid，简称SCF）。
例如，当水的温度和压力升高到临界点（T＝647 K，p＝22．05 MPa）以上时，就处于一种既不同于气
态，也不同于液态和固态的新的流体态——超临界态，该状态的水称为超临界水。
由于液体与气体分界消失，超临界流体是即使提高压力也不液化的非凝聚性气体。
超临界流体的物性兼具液体性质与气体性质。
它基本上仍是一种气态，但又不同于一般气体，是一种稠密的气态。
它的密度比一般气体要大两个数量级，与液体相近。
它的黏度比液体小，扩散速度比液体快（约两个数量级），所以有较好的流动性和传递性能。
它的介电常数随压力而急剧变化（如介电常数增大有利于溶解一些极性大的物质）。
另外，根据压力和温度的不同，这种物性会发生变化。
由于超临界流体的这些特性，使得物质在其中的溶解度受压力和温度的影响很大。
可以利用升温、降压手段（或两者兼用）将超临界流体中所溶解的物质分离析出，达到分离提纯的目
的（它兼有精馏和萃取两种作用）。
例如，在高压条件下，使超临界流体与物料接触，物料中的高效成分（即溶质）溶于超临界流体中（
即萃取），分离后降低溶有溶质的超临界流体的压力，使溶质析出。
如果有效成分（溶质）不止一种，则采取逐级降压，可使多种溶质分步析出。
在分离过程中没有相变，能耗低。
超临界流体的应用包括超临界流体萃取（supercritical fluid extraction，简称SFE）、超临界水氧化技术、
超临界流体干燥、超临界流体染色、超临界流体制备超细微粒、超临界流体色谱（supercritical fluid
chromatography）和超临界流体中的化学反应等，但以超临界流体萃取应用得最为广泛。
很多物质都有超临界流体区，但由于CO2的临界温度比较低（304．1 K），临界压力也不高（7．38
MPa），且无毒、无臭、无公害，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常使用CO2超临界流体。
如用超临界CO2从咖啡豆中除去咖啡因，从烟草中脱除尼古丁，从大豆或玉米胚芽中分离甘油酯，对
花生油、棕榈油、大豆油脱臭等。
又如从红花中提取红花甙及红花醌甙（它们是治疗高血压和肝病的有效成分），从月见草中提取月见
草油（它们对心血管病有良好的疗效）等。
使用超临界技术的唯一缺点是涉及高压系统，大规模使用时其工艺过程和技术的要求高，设备费用也
大，但由于它优点甚多，仍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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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化学》：教育部高等农林院校理科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示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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