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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化学核心教程》自2004年出版以来，得到了许多教师的支持和学生的欢迎，2007年被评为
“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根据教育部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的《化学专业教学基本内容》和教育部对新一轮专业规范制订提出的原则要求，如拓宽专业口径
，规范化和多元化相结合，基本知识最低化，核心课程最小化和按知识领域、知识单元和知识点构建
教学体系，编者感到有必要对《物理化学核心教程》进行修订。
在保持原有的将知识点用“核心”提示的形式组建的教学内容的基础上，用翔实的内容、更多的实例
、较多的插图和深入浅出的语言，使教材紧跟学科的发展；拓宽基本原理的应用，使学生在获取知识
的同时，了解所学知识在今后的用途，以提高其学习的自觉性和进取性。
　　修订时章节和格式保持不变，内容更加充实。
主要修订的内容包括：　　（1）在热力学第一定律中增加了节流过程，主要是考虑到这部分内容在
冷冻技术中很有用。
对理想气体绝热可逆过程计算功的公式增加了推导过程，使初学者容易理解公式的由来和适用条件。
推导部分用“*”表示，可以不作要求。
　　（2）在电化学、表面现象和胶体分散系统等章节增加了新能源、纳米技术和膜化学等最新研究
成果的介绍，增加了在生命科学、医学等方面的应用实例，更好地体现了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
用性。
　　（3）对各章的概念题和习题进行了充实和提高，增大了选择的余地，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要求，
拓宽教材的使用面。
　　（4）凡是涉及著名物理化学家的成果的章节，在该章的最后附有该物理化学家的照片和简单生
平介绍，使学生对著名物理化学家有所了解，提高学习兴趣。
　　（5）全书严格、全面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3100～3102—93，使教材更加规范。
　　（6）本书配套出版有《物理化学核心教程学习指导》和“物理化学核心教程电子课件（第二版
）”。
　　如果有教师在教学中发现问题，或希望获得一些有关教学的支持，或学生在学习时遇到困难，请
与我联系，我当尽力相助。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一定有考虑不周甚至错误的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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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系统阐述物理化学（不包括结构化学）的基本原理，介绍物理化学的部分研究前沿，紧密结
合物理化学在能源、环境、材料、生活和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应用，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相连。
每小节之前，提纲挈领地列出该节核心内容，既一目了然；又便于复习和记忆。
阐述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便于理解。
本书的量和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0～3102-93。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气体，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多组分系统热力学，化学平衡
，相平衡，化学反应动力学，电化学，表面现象和胶体分散系统。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化学、生命科学、环境、医学、材料、能源和农林等相关专业物理化学
课程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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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1.1化学动力学的研究对象 化学热力学已经解决了在给定条件下判断反应进行的方
向以及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等问题。
但是，由于在经典热力学的研究方法中没有考虑时间这个因素，所以只能判断反应的可能性，至于如
何将反应变成现实、一旦发生反应其速率如何等问题，热力学均无法解决。
化学热力学只考虑始态与终态之间的差别，而不考虑变化过程的细节，也不考虑各种因素对反应的影
响，这些问题将由化学动力学来研究解决。
 例如，对于氢气与氧气化合生成水的反应，并已知其标准摩尔反应Gibbs自由能的变化值。
 热力学判据可以判断，该反应在标准状态下向正方向反应的趋势很大，标准平衡常数的数值也很大，
几乎可以使反应进行完全。
但热力学却无法给出反应完成需要多长时间，有几种途径可以进行反应等。
实际上，在常温、常压下，将氢气和氧气放在一起，无论经历多长时间，是不可能看到有水生成的。
而动力学研究表明：用一个小火星就能使一定比例的氢气和氧气的混合物以支链爆炸的形式瞬间完成
反应；用升商温度的方法，当温度升至1 000 K以上，氢气和氧气以热爆炸的形式瞬间完成反应；如果
选用合适的催化剂，可以使氢气和氧气在比较温和的条件下化合成水，并将其化学能转变成电能等。
显然，这些动力学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化学动力学主要研究化学反应的速率以及影响速率的各种因素，如温度、浓度、压力、催化剂、介质
和分子结构等。
另外还研究化学反应的机理，了解从反应物到产物所经过的具体历程，以便掌握反应的本质，更好地
驾驭反应使之为人类服务。
例如，在石油炼制和有机合成等化工生产中常伴有副反应发生，通过动力学研究可以知道如何提高主
反应的速率、抑制副反应的速率，这样既可以提高主产物明产量，又可以减少原材料的浪费和主、副
产品分离时的操作困难。
也有的反应因万速率太快，以至于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则应设法控制温度和浓度，使反应处于安全区
。
如果一个反应由若干个步骤组成，若想提高该反应的速率，只要设法找出其中最慢的关键步骤加以改
进，就有可能使整个反应加快。
若有的反应是对人类不利的，如腐蚀、臭氧层的破坏等，要设法使这种反应的速率变小，则要抑制关
键步骤的速率，使整个反应变慢。
 化学动力学理论主要是根据物质分子的微观运动和结构数据来解析化学反应的本质，从理论上计算速
率系数。
由此可见，化学动力学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生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化学动力学的研究与热力学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热力学研究认为反应是可以发生的，但在通常情况下速率太小，则动力学可以研究采用升高温度
、增加压力和添加合适的催化剂等手段使反应能顺利发生并有工业生产价值。
如果热力学认为某反应在所在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则动力学的种种研究也是徒劳的，不可能违背
热力学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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