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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化工类职业技术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按照全国化工高等职业教育基础化学教学指导委
员会教学改革会议制定的教学大纲编写的。
    本书重点阐述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包括相与相平衡、溶液、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电解
质溶液、电化学基础、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表面化学等内容；以应用为核心，以够用
为度；每章开始有学习目标，每节后有思考与练习，方便学后思考也便于教中启发。
    本书适合作高职、中职化工类及相关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生产单位短期培训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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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相、相平衡　　学习目标　　1.正确理解和使用相、组分、自由度等基本概念。
　　2.掌握相律公式及其应用。
　　3.了解气体的性质，掌握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其应用。
　　4.掌握单组分体系相图和两相平衡时温度与压力的关系。
　　5.了解双组分体系的气一液相图及有关应用。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物质有气体（gas）、液体（liquid）和固体（solid）三种聚集状态，这三种
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例如，固体熔化成液体；液体汽化变成气体；气体凝聚成液体；液体凝固成固体。
这些固体熔化，液体汽化，气体液化，液体凝固以及固体升华和气体的凝华等聚集状态的变化，在物
理化学上统称为相变化过程。
相和相之间的动态平衡称为相平衡。
本章将从物质的聚集状态人手研究相平衡体系和相平衡的基本规律及应用。
一般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研究：一是利用解析法，二是利用图解法。
　　第一节　物质的聚集状态　　一、气体、液体和固体　　按照分子运动论的观点：物质由大量的
分子或其他非常微小的粒子组成，组成物质的这些微粒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运动，运动形式有：平动
、转动和振动。
分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分子间的距离、分子的无规则运动程度有关。
　　气体分子间距离最大，分子间作用力最弱，无规则运动程度最大。
从宏观上看，气体可以均匀地充满任意形状的容器，可以无限制膨胀，气体本身则没有一定的形状，
易被压缩。
　　固体分子间距离最小，分子之间作用力较强，元规则运动程度最小。
因此宏观上，固体有一定的形状和体积，难被压缩。
　　液体分子间距离介于气体与固体之间，液体的分子之间作用力与固体的分子之间作用力比要弱得
多，而与气体的分子之间作用力比要强一些。
宏观上，液体具有一定的体积和流动性，其形状随承装的容器而定，不易被压缩。
　　当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并且变化到一定程度时，物质的聚集状态也将发生变化。
例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水在常温常压下是液体，在常压下加热到100℃，就会变成水蒸气；冷却到0℃
就会转变为冰。
　　研究物质的聚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是我们认识宏观物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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