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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前言

基础化学是医学本科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其内容是根据医学专业的特点选定的，主要包括四个板
块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在医学上的应用。第一板块是溶液理论（第二至四章，主要包括稀溶液的
依数性、电解质溶液、缓冲溶液、沉淀溶解平衡等基础知识及其临床医用）；第二板块是物理化学基
本原理（第五至八章，主要讨论化学反应方向、限度、速率，电化学，胶体化学等化学反应规律及其
应用）；第三板块是物质结构与性质的关系（第九至十一章，主要讨论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酸位化
合物等物质结构与性质的关系）；第四板块是分析化学基础（第十二、十三章，包括滴定分析和常见
仪器分析方法等）。本书的章节编排顺序，编者认为更有利于教学内容的板块化和教学质量控制的模
块化，但各院校任课教师在使用本教材时，在保证课程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对内容、章节顺序可根据
自己的情况斟酌取舍和自行调整。本书有关的化学名词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化
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91年）所推荐的名称；量和单位按照国家标准GB3100－3102－1993所规定
的符号和单位。本书参考学时为50－70学时，共分14章，建议学时：绪论2学时，溶液4－6学时，酸碱
解离平衡和缓冲溶液4－6学时，难溶强电解质溶液的沉淀溶解平衡2－4学时，化学热力学基础6－8学
时，化学动力学基础4－6学时，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极电势4－6学时，胶体分散系4学时，原子结构和元
素周期律4－6学时，分子结构4－6学时，配位化合物4学时，滴定分析4～6学时，常用仪器分析方法概
论4－6学时，人体中的化学元素作为参考读物。本教材可供临床、口腔、麻醉、护理等医学类专业的
本科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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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化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由第二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潍坊医学院、南方医科大学、青岛大学医学院
、白求恩军医学院七所医学院校联合编写而成。教材共分14章，主要介绍高等医学教育所需的溶液理
论(第二、三、四章)，物理化学原理( 第五、六、七、八章)，物质结构基础知识(第九、十、十一章)
，常见化学分析方法(第十二、十三章)等化学知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
化学》采用国家标准(GB 3100－3102－1993)规定的法定计量单位，选用规范名词术语，注意与后续相
关课程的衔接。力求文字简明扼要、确切易懂、条理清楚、循序渐进。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化学》为适合于临床、口腔、麻醉、护理等医学类专
业使用的医用基础化学教材。

Page 3



《基础化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医用基础化学概述　　一、化学与生命科学的联系　　二、医用基础化学的任
务与作用　　三、怎样学好医用基础化学　第二节 SI和法定计量单位第二章 溶液　第一节 溶液的组成
标度　　一、物质的量和物质的量浓度　　二、质量摩尔浓度　　三、摩尔分数　　四、质量分数　
　五、质量浓度　第二节 稀溶液的依数性　　一、溶液的蒸气压下降　　二、溶液的沸点升高　　三
、溶液的凝固点降低　　四、溶液的渗透压第三章 酸碱解离平衡和缓冲溶液　第一节 强电解质溶液
　　一、强电解质溶液　　二、离子的活度和活度因子　　三、离子强度　第二节 弱电解质溶液　　
一、弱电解质的解离平衡　　二、弱电解质解离平衡的移动　第三节 酸碱理论　　一、酸碱质子理论
　　二、酸碱电子理论　第四节 水的解离平衡和溶液的pH 　　一、水的解离平衡　　二、溶液的pH 
　第五节 缓冲溶液　　一、缓冲溶液的组成和作用机制　　二、缓冲溶液的pH计算　　三、缓冲容
量和缓冲范围　　四、缓冲溶液的配制 　　五、缓冲溶液在医学上的意义第四章 难溶强电解质溶液
的沉淀溶解平衡　第一节 溶度积原理　　一、标准溶度积常数及其与沉淀溶解度的关系　　二、溶度
积规则　第二节 沉淀反应的利用与控制　　一、沉淀的生成　　二、沉淀的溶解　　三、沉淀的转化
　　四、分步沉淀　第三节 生物矿化现象　　一、骨骼的形成与龋齿的产生　　二、尿结石的形成第
五章 化学热力学基础　第一节 热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　　一、体系和环境　　二、状态和状
态函数　　三、过程和途径　　四、热和功　第二节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化学　　一、热力学第一定
律　　二、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和热化学方程式　　三、Hess定律和反应热的计算　第三节 熵和Gibbs自
由能　　一、自发过程及其特征　　二、反应热与化学反应的方向　　三、熵变与化学反应的方向　
　四、化学反应自发性与Gibbs自由能　第四节 标准平衡常数和化学反应的限度　　一、反应商与标
准平衡常数　　二、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　　三、化学平衡的移动　第五节 非平衡体系热力学
简介　　一、耗散结构　　二、生物进化的热力学解释第六章 化学动力学基础　第一节 化学反应速
率的表示方法　　一、以反应进度随时间的变化率定义的反应速率　　二、以反应物或产物浓度随时
间的变化率定义的反应速率　　三、平均速率和瞬时速率　第二节 化学反应速率理论　　一、碰撞理
论与活化能　　二、过渡状态理论　第三节 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　　一、元反应和复合反应　
　二、质量作用定律　　三、反应分子数与反应级数　　四、简单级数的反应速率方程　第四节 温度
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一、van’t Hoff规则　　二、Arrhenius方程 　第五节 催化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一、催化剂和催化作用　　二、催化作用理论　　三、生物催化剂——酶　第六节 药物代谢动力
学简介　　一、体内过程　　二、速率过程第七章 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极电势　第一节 氧化还原反应
的实质　　一、氧化值 　　二、氧化还原电对　第二节 原电池　　一、原电池与电极　　二、电池
的书写方式　　三、常见电极类型　第三节 电极电势和原电池的电动势　　一、电极电势的产生　　
二、原电池的电动势　　三、电极电势的测定　　四、电池电动势与Gibbs自由能　　五、影响电极电
势的因素—— Nel’nst方程　　六、电极电势的应用　第四节 电势法测定溶液的pH　　一、电势法测
定溶液的pH　　二、指示电极　　三、参比电极　　四、电势法测定溶液的pH　第五节 生物传感器
　　一、传感器工作原理　　二、生物传感器概述　　三、生物传感器应用实例第八章 胶体分散系　
第一节 分散系概述　　一、分散系的分类　　二、胶体分散系　第二节 表面现象　　一、表面积与
表面bbs能　　二、表面活性剂　　三、乳化作用　第三节 溶胶　　一、溶胶的基本性质　　二、溶
胶的稳定性与聚沉　　三、溶胶的制备和净化　　四、气溶胶 　第四节 高分子化合物溶液与凝胶　
　一、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特点与稳定性　　二、高分子化合物对溶胶的保护作用　　三、高分子溶
液的渗透压和膜平衡　　四、凝胶 　第五节 胶体化学与医学第九章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第一节 
微观粒子的特征　　一、氢原子光谱和Bohro理论　　二、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与不确定原理　第
二节 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　　一、波函数和原子轨道　　二、量子数及其物理意义　　三、原子
轨道和电子云的角度分布和径向分布　第三节 多电子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　　一、屏蔽效应和钻穿效
应　　二、多电子原子轨道的能级　　三、基态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　第四节 元素周期表与元素性质
的周期性　　一、元素周期表　　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第十章 分子结构　第一节 离子键　　一、
离子键的形成与特点　　二、离子的电荷、电子构型和半径 　第二节 共价键　　一、经典Lewis学说
　　二、现代价键理论　　三、杂化轨道理论　　四、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　　五、分子轨道理论简
介　第三节 分子问作用力和氢键　　一、分子的极性　　二、分子间的作用力　　三、氢键第十一章
配位化合物　第一节 配位化合物概述　　一、配合物的组成　　二、配合物的命名　　三、配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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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异构现象　第二节 配合物的化学键理论　　一、配合物的价键理论　　二、晶体场理论简介　第三节
配合物的解离平衡-　　一、配合物的平衡常数　　二、配位平衡的移动　第四节 螯合物和生物配合
物　　一、螯合物的结构特点及螯合效应　　二、影响螯合物稳定性的因素　　三、生物配合物　第
五节 配合物在医学上的应用第十二章 滴定分析　第一节 滴定分析概述　　一、滴定分析的方法和特
点　　二、滴定分析法的操作程序　　三、滴定分析的计算　第二节 分析结果的误差和有效数字　　
一、误差产生的原因和分类　　二、准确度与精密度　　三、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　　四、有
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　第三节 酸碱滴定法　　一、酸碱指示剂　　二、滴定曲线与指示剂的选择　　
三、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四、酸碱滴定法的应用实例　第四节 氧化还原滴定法　　一、概
述　　二、高锰酸钾法　　三、碘量法 　第五节 配位滴定法　　一、EDTA配位滴定的基本原理　　
二、EDTA配位滴定应用示例——水的总硬度测定第十三章 常用仪器分析方法概论　第一节 电势分析
法　　一、电势分析法概述　　二、离子选择性电极　　三、直接电势法　　四、电势滴定法　第二
节 光度分析法　　一、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法　　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第三节 色谱分析法　
　一、色谱分析法概述　　二、气相色谱法　　三、高效液相色谱法　　四、毛细管电泳法第十四章 
人体中的化学元素　第一节 人体元素组成　　一、必需元素和非必需元素　　二、人体必需元素的理
化性质和生理功能　　三、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第二节 元素的选择与演化　　一、丰度规则
和生物可利用规则　　二、有效规则　　三、基本适宜规则　　四、有效和特异性的进化规则　第三
节 生物无机化学简介　　一、新兴的边缘学科——生物无机化学　　二、生物无机化学在发展中的研
究课题附录　附录一 标准溶度积常数(298 K)　附录二 一些物质的基本热力学数据　附录三 常见氧化
还原电对的标准电极电势表(298 K)　附录四 常见配合物的标准稳定常数汉英索引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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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现代医学与化学的联系更为密切。人类已经开始从分子、原子乃至量子的水平来认识疾病的致
病机理、遗传和治疗措施。由于量子化学近似法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核酸、蛋白质等生物
体重要组成物质大分子的高度近似处理将成为可能，进而使得现代医学向着量子生物学的水平发展。
化学家和生物学家联手证明了作为遗传因子的基因就是脱氧核糖核酸分子（DNA）。现在人们可以用
更先进的化学方法测定基因的分子结构，并通过改变这些结构制造出不同的基因。这些成就将为人类
抵抗遗传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提供可靠的方法。可以说，人体的进化和生命过程
都是无数化学变化的综合体现。自古以来，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很多，但得到现代科学实验强有力支
持的就只有“化学进化学说”。因为生命体是由有机物组成的，所以化学进化学说认为，生命是化学
反应的产物，也就是说，简单的无机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简单的有机物，简单的有机物进一步发生
化学反应生成了高分子化合物，高分子化合物进一步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简单的生命体。这些简单的
生命体就是最初的生命，它具备了最简单的代谢和繁殖功能，这些就是生命属性的基本特征。虽然这
种最低级的生命形式比今天最简单的微生物还要简单得多，但它们都是靠自然选择进化，成为各种各
样的生命体。为了证明化学进化学说，历代科学家做了辛勤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美国科学
家StanleyMiller在1952年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在实验室中模拟原始地球的大气成分和电闪雷鸣的自
然环境，将甲烷、氨气、氢气、水蒸气等泵入密闭容器，进行连续一个星期的火花放电，得到了组成
生命不可缺少的蛋白质原料——氨基酸。随后50多年中，科学家们利用类似Miller实验的条件，合成出
了许多被认为与生命起源有关的有机物质。这些实验结果对于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学说给予了有力的
支持。1965年9月17日，我国科学家用没有生命的简单的有机物合成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
这一成果为人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对生命的化学进化学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研究生物
体的物质基础和生命活动基本规律的领域里，化学不仅提供方法和材料，而且在提供理论、观点、技
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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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基础化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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