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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

前言

本教材在汲取国内外优秀教材经验的基础上，在坚持“三基”、“五性”、“三特定”的同时，特别
注重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强了与医学的联系。每章选编适量相关知识的案例和阅读材料，
紧跟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科学最新发展前沿，既凸显了化学知识在医学中的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又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有利于创新素质的培养。 本案例版教材采用法定计量单位，遵守国家
标准(GB3100-3102—93)，选用国际通用数据，规范名词术语及英文表达。力求内容适当、条理清楚、
语言简洁、循序渐进。本教材共12章，理论课参考学时为44-50学时，其中，绪论2学时，溶液的浓度
和渗透压2学时，电解质溶液5-6学时，缓冲溶液3-4学时，酸碱滴定2-3学时，可见紫外分光光度法2-3
学时，化学反应热及化学反应方向和限度6-7学时，化学反应速率4-5学时，氧化还原与电极电位5-6学
时，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3-4学时，共价键和分子问力3-4学时，配位化合物4-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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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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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　　四、Hess定律和反应热的计算　第三节 化学反应的方向和推动力　　一、自发过程及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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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中心学科化学的地位与作用一、化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自从
有了人类，化学便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钻木取火，用火烧煮食物，烧制陶器，冶炼青铜器和铁器
，都是化学技术的应用。正是这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人类进步的标志
。自从进入21世纪，人类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难题，如人口增加、粮食匮乏、环境污染、能源不
足、疾病困扰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化学知识的运用。（一）化学仍是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的主
要学科之一据预测，我国人口在本世纪中期将达到16亿。今后任务的严重性是既要增加食物产量保证
人民的生存需要，又要保护耕地草原，改善农牧业生态环境，以保持农牧业可持续发展。这一切必须
依靠化学在研究开发高效安全肥料、饲料、饲料添加剂、农药、可降解的农用材料等方面发挥作用。
（二）化学在能源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安全利用中起关键作用在资源勘探，油田、煤矿、钢铁基地选
定中的矿物分析，以及原子能材料、半导体材料、超纯物质中微量杂质的分析等都与化学密切相关，
化学就像工业的眼睛一样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发展，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保障。本世纪初期，
各国对能源的争夺日趋激烈，谁拥有能源，谁就能拥有世界。因此，开发高效、洁净、经济、安全的
新能源是化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三）化学继续推动材料科学的发展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物质基础，化学是新材料的“源泉”。在满足人类衣食住行基本需求之后，为提高生存质量和安
全，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新材料的研究将是物质科学未来研究的重点。例如，具有特殊生理功能的新
型陶瓷材料即生物人工骨为临床外科手术带来技术性的革命。生物人工骨与人体骨骼具有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不产生过敏和排异反应，能与周围骨组织形成骨性结合，一般半年以后就与自体骨形成化学
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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