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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化学系列简明教程的编写，实现了教材体系创新。
该套教材统一考虑内容取舍、不重叠，而且引进学科近代发展的新内容；各分册都“简明”而不弱化
基本理论，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皆能满足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培养规范和化工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要求。
该套教材所编写的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符合工科教材的基础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均渗透了
工程意念，适应我国国情需要。
而且该套教材反映了四大化学课程发展方向，吸收了国内外教学改革的新成果，如有机化学的分子模
拟数字化模型、静电势能图模型的应用，既强化立体化学又提升了内容的高度。
同时该套教材体现出启发式教学、扩充知识、诱发创新的理念：如无机化学分册“生态环境与无机化
学”中的“思考题”；有机化学分册中的“思考题”、“习题”及“拓展”部分；分析化学分册的拓
展视窗、习题中文献阅读理解题以及穿插在正文中启发思考的提问和提示；物理化学分册中的例题和
习题等等，贯彻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感悟社会责任感的教学原则。
该套教材的特点还在于：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学时数上皆富有弹性，便于不同专业方向、不同课
程层次及不同课程体系选作教材或重要的参考书使用；对于一般的科技人员也是一套具有参考价值的
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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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化工类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结合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新近
制定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培养方案与规范（草案）”和“近化学类专业化学基础课教学基本要求
（草案）”，兼顾相关专业的需求，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四校联合编
写了基础化学系列简明教程。
这套系列简明教程既保证了必要的基本理论，又突出了工科专业的应用性；既着眼于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又适合于制药、材料、纺织、食品、环境、能源、生物学、医学、药学、农学等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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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高真空热电偶是利用不同导体接触并构成回路时的“温差电”现象，将温差转变为电位差。
以一片涂黑的金箔作为红外辐射的接受面，在其一面焊接两种热电位差别大的金属、合金或半导体作
为热电偶的热端，而在冷端（通常为室温）连接金属导线，并将其密封于高真空（压力约7×10Pa）腔
体内，当红外辐射通过透光盐窗照射到金箔片上时，热端温度升高，产生温差电位差，回路中就会产
生电流，且电流的大小与红外辐射的强度成正比。
热释电检测器是利用硫酸三苷肽的单晶片作为检测元件。
硫酸三苷肽是铁电体，温度变化时，其分子的极化程度发生改变。
将硫酸三苷肽薄片正面真空镀铬（半透明），背面镀金，形成两电极。
当红外辐射光照射到薄片上时，温度升高，硫酸三苷肽极化程度降低，表面电荷减少，相当于“释放
”了部分电荷，所改变的电荷量经放大电路转变成电压或电流进行测量。
硫酸三苷肽检测器的特点是响应速度快，噪声低。
碲镉汞检测器是典型的光电导检测器，由半导体碲化镉和半金属化合物碲化汞混合形成，在红外光辐
射下，碲镉汞的电子从价带能级跃迁到导带能级使材料的电导发生变化，从而将红外光信号转变为电
信号。
改变材料的镉汞组成比，可得到不同响应波段和灵敏度的碲镉汞检测器。
碲镉汞检测器的检测响应时间和灵敏度都大大优于高真空热电偶检测器及硫酸三苷肽检测器，但工作
时需要用液氮冷却至低温，以保证其良好的检测性能。
5.光学平衡和记录系统双光束光栅式红外吸收光谱仪工作时，光源发出的红外光被分成两束强度相同
的平行光，分别通过试样池和参比池。
匀速转动的切光器使试样和参比光束交替进入单色器与检测器，检测器将交替脉冲信号的差值由放大
器放大后输出。
如果试样光路中没有放置试样，试样光路和参比光路的吸收相等，检测器不输出信号；若把试样插入
试样光路中，则试样吸收入射光，破坏了两束光的平衡，检测器就有信号输出，此信号经放大后由机
械随动装置驱动梳状光阑（一个具有梳状遮光齿的减光板）进入参比光路以衰减光能量，直到参比光
路的光强度与试样光路的光强度相等为止，自动达到光学零位平衡，参比光路中梳状光阑所削弱的光
能量，就等于试样所吸收的光能量。
记录笔与梳状光阑在同一机械随动装置驱动下同步运动，梳状光阑运动到平衡时，记录笔也停止记录
。
记录笔随试样吸收程度而移动时，记录纸与光栅同步运动，这样就可以绘出吸收强度随波数变化的红
外光谱图。
采用光学零位自动平衡法，可消除光源波动和检测器的影响，以及大气中水和二氧化碳等对测量的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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