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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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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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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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和农学等专业选用。
　　本书是其中的物理化学分册，包括热力学基本原理、多组分体系热力学、化学平衡、相平衡、电
化学、化学反应动力学、统计热力学基础及表面与胶体化学。
编写中注意突出应用和渗透工程意识，体现工科教材的特点；力求简明实用，符合少学时物理化学课
程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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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表面活性剂液晶在材料合成领域的应用 表面活性剂液晶已在石油开采、催化、有
机合成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以液晶为模板制备纳米和介孔材料，在20世纪末被称为材料
学界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最早在1992年，美国Mobil石油公司的研究人员使用季铵盐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液晶模板利用水热法合
成了直径为1.5-10 nm的新型介孔二氧化硅和硅酸铝分子筛，突破了传统分子筛（通常为微孔）的孔径
范围，而且孔的大小可以通过改变表面活性剂的烷烃链长或添加适当溶剂来加以控制。
这一突破性的进展在材料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介孔材料的液晶模板合成已得到了广泛而深
入的研究，不论从合成条件、研究对象，还是作为模板的表面活性剂类型都大大扩展了，并得到了各
种具有等级结构的中孔材料。
 除了用作介孔材料的合成模板外，表面活性剂液晶也被用作制备纳米粒子的载体，由于表面活性剂液
晶存在着极性和非极性两类微区，可将油溶性和水溶性的纳米粒子分别引入液晶体系，以得到具有特
殊性质的无机-有机杂化材料。
 用表面活性剂液晶作模板合成的纳米和介孔材料具有反应条件温和、过程有较好的可控性、材料的结
构可事先设计等诸多优点，因此，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
 二、胶体系统 1861年英国科学家格雷厄姆（Graham）第一次提出了“胶体”的概念，他根据各种物
质在水中的扩散速度将它们区分为两类：易扩散的，如蔗糖、氯化钠以及其他无机盐类；难扩散的，
如氢氧化铁、蛋白质及其他大分子化合物。
在溶液中，前一类物质能通过半透膜，而后一类物质则不能。
蒸去水分后，前一类物质析出晶体，而后一类物质则得到胶状物。
因此，他认为物质可分为晶体与胶体两类，并认为晶体的溶液是真溶液，而胶体的溶液为胶体溶液，
或称为溶胶。
 之后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晶体和胶体并不是不同的两类物质，同一种物质可在一种介质中形成真溶
液，而在另外的介质中形成溶胶。
例如典型的晶体物质氯化钠在水中形成真溶液，在苯中却可以形成溶胶。
另外，许多表现胶体性质的物质也可以制成晶体。
由此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所谓溶胶只是物质以一定分散程度存在于介质中的一种状态，例如，金溶胶就
是许多金原子组成的粒子分散在水中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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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物理化学简明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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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