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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每天都会听到一些与化学有关的话题，如化学品、化学污染、纯天然等。
这些话题有的是严格的科学概念，有的似是而非，有的却完全是来自于想像的错误说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化学？
这门科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又带来了什么问题？
带来的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化学家是干什么的？
我们面向非化学化工专业的本科生开设“化学与社会”课程，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另
一方面也希望能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冲突中消除一些误解，达到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
现代化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内容十分丰富，但化学本质上是一门应用科学或经验科学。
本课程从知识性、实用性和经验性出发，以社会广泛关注的有关问题及日常生活问题为视点，阐述化
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能源开发与利用、环境污染及保护、化学与生命现象、材料科学、
食物营养与健康、食品中的化学制品、洗涤剂、化学与美容美发、化学药物等，甚至包括化学前沿的
动态和研究成果等。
我们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了解化学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了解当今化学发展的现状和
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论题；掌握化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其应用；拓展科学视野，扩大科学知识
面，提高科学素养，至少能在遇到与化学有关的问题时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门课程在开设过程中深受广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的欢迎。
然而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选择一本合适的教材实在太难，原因之一是现代化学的内容太丰富，
很难取舍；其次是上课的学生有别于化学类或相关专业学生，因此，最终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一直是我
们思考的内容；最后还要在通俗的科普读物和严肃的教科书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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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与社会》主要介绍日常生活中的化学概念及化学原理。
《化学与社会》共10章，包括：绪论，化学与健康，化学与环境，化学与生命，水、水污染及其防治
，化学与能源，化学与日常生活，化学与新型材料，化学与武器，原子结构与元索周期律。
《化学与社会》理论部分力求简单易懂，且与生活联系紧密，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编写过程中
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关注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如物理（新型材料等）和生物（药物和生化武
器等）；帮助学生了解化学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
　　《化学与社会》可作为高等院校非化学化工专业本科生的化学通识课教材，也可供其他教师和学
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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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世界是由丰富多彩的物质构成的，物质是不是由某些最基本的物质组合而成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们是什么？
如果是否定的，如何认识这缤纷的世界？
这些问题困惑着一代代的思想家，各种各样的答案都有。
古希腊的泰立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母；赫拉克里特斯则认为万物是由火生成的；亚里士多德在《发生和
消灭》一书中论证物质构造时，以四种“原性”作为自然界最原始的性质，它们是热、冷、干、湿，
把它们成对地组合起来，便形成了四种“元素”，即火、气、水、土，然后构成了各种物质。
但在实证科学产生之前，所有这些答案都是基于各自的直觉和朴素的经验产生的，所以这些理论既无
高下之分也无对错之别，更不可能触及物质结构的本质。
在化学发展的历史上，英国的波义耳在研究气体运动的基础上第一次给元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他指出：“元素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它可以与其他元素相结合，形成化合物。
但是，如果把元素从化合物中分离出来以后，它便不能再被分解为任何比它更简单的东西了。
”1803年，英目化学家道尔顿创立的原子学说进一步解答了物质由什么组成的问题。
道尔顿原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①一切元素都是由不能再分割和不能毁灭的微粒所组成，这
种微粒称为原子；②同一种元素的原子的性质和质量都相同，不同元素的原子的性质和质量不同；③
一定数目的两种不同元素化合以后，便形成化合物。
原子学说成功地解释了不少化学现象。
随后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又于1811年提出了分子学说，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道尔顿的原子学说。
他认为，许多物质往往不是以原子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分子的形式存在，如氧气是以两个氧原子组成
的氧分子，而化合物实际上都是分子。
尽管由于20世纪高能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的发展，波义耳和道尔顿给出的元素和原子的概念都必须重
新阐释，但从此化学由宏观进入微观的层次，使化学研究建立在原子和分子水平的基础上，也限制在
分子和原子的范围内。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与社会>>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与社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