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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基础物理化学》在确保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及其他重要基础知识结构系统
完整的前提下，对传统的非基础性物理化学内容进行了显著的删减，而对实用性很强的基础物理化学
内容进行了适当增加，从而使本书更适合化工及相关专业本科少学时物理化学课程教学使用。
　　《基础物理化学（高等学校教材）》共分为9章。
第l～4章化学热力学，包括化学热力学基础、多组分系统热力学、化学平衡和相平衡。
第5章界面化学，将化学热力学进一步延伸到高分散系统。
第6章化学动力学基础，学习反应速率的基本规律。
第7章和第8章光化学和电化学，将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进一步扩展到向环境输出光能、电能或由
环境输入光能、电能的特殊系统。
第9章统计热力学初步，使学生能够对系统内分子的运动形态、能量的非划一性和分布规律形成初步
的认知。
　　与本书配套出版的有学习指导和多媒体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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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熵增原理4.环境熵变的计算5.系统熵变的计算1.13 热力学第三定律1.规定摩尔熵和标准摩尔熵2.化学
反应熵变的计算1.14 亥姆霍兹函数和吉布斯函数1.亥姆霍兹函数的定义2.亥姆霍兹函数判据3.吉布斯函
数的定义4.吉布斯函数判据1.15 热力学函数的基本第2章 多组分系统热力学第3章 化学平衡第4章 相平
衡第5章 界面化学第6章 化学动力学第7章 光化学反应第8章 电化学第9章 统计热力学初步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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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将固态的A、B的双组分系统升温时，无论系统组成如何，在三相线所在温度融化所形
成的熔融液其组成一定为XB=0.3 3（对应E点）。
固一液平衡相图，对于化学反应产物分离、材料制备等工业过程的设计非常重要。
例如，在氯苯经硝化所得的硝基氯苯中，对一硝基氯苯和邻一硝基氯苯的摩尔分数XB分别约为0.8 
和0.2 。
相应两个纯组分在1067Pa外压下的沸点分别113℃和119℃。
它们的沸点温差很小，单纯用精馏的方法分离很困难。
由于其熔点分别为82℃和32℃，该较大的熔点温差使其可用固一液平衡原理实现分离（称其为结晶分
离法）。
图4.1 7给出了应用固一液平衡和气一液平衡相图联合分离对位和邻位硝基氯苯的基本原理：将系统点
在M的上述两异构体液态均相混合物投入到结晶分离器中，冷却到N点，将析出的对一硝基氯苯（B）
结晶分离后，再将母液输入到精馏塔中精馏，待液相中的邻一硝基氯苯（A）的含量高于E点所示最低
共熔物的组成时，再将液相输入到另一结晶分离器中，使邻一硝基氯苯结晶分离。
（2）有稳定固体化合物生成的液一固相图：如果A、B两组分间可生成稳定的固体化合物C（即生成的
固体化合物C在熔融前不分解），且它们与生成的固体化合物C在固态完全不互溶，该二组分的液一固
相图则表现为各组分与其稳定固体化合物的相图再拼合而成的形式。
例如，Mg（A）与Si（B）可形成稳定固体化合物Mg：Si（C），Mg（A）-Si（B）二分系统熔点一组
成相图如图4.1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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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物理化学》可作为高等理工和师范院校化学、应用化学、化工、材料、生物、环境等专业的教
材，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和自学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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