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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16号文件精神，“十一五”期问，加强教材建设，确保优质教材走进课堂。
作者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和企业实践经验，依据高职高专学生的培养方向和职业岗位群的特点，编写了
这本《药用化学》。
旨在进一步提高药学类、牧医类各专业的高职高专教材的基础性、技能性和实用性。
　　药用化学是培养药学类、牧医类各专业人才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本教材把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三个模块与药学类、牧医类各专业的实际应用融合在一起，
在编写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本教材在编写的内容和深度上紧扣高职人才的培养目标，突出职业技能特点。
在编写过程中采取了校企共建的编写方式，把有多年企业管珲经验的专业人士引进高职教育的教材建
设之中，通过对实践经验的梳理和提炼，突出了实践性和技能性。
　　2．教材编写人员有多年的教学和企业生产管理经验，了解行业的用人需求，熟知行业的法令法
规、管理要求和技能。
教材中所选的实例贴近实际生产，制药的实例均选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中国药典》
），使学生能清晰认识到药用化学与其专业结合的紧密性、重要性和实用性。
提升技能，拓宽视野。
并克服了所学内容脱离实际的弊端。
　　3．根据各校和各专业对药用化学的需求不同，结合职业岗位群的特点，充分考虑各知识点的独
立性，便于教师根据学时多少来灵活安排教学内容。
以保证高职学生的教材质量。
　　本教材适用于药学类、牧医类各专业的高职高专学生、成人教育以及制药和兽药企业员工的培训
教材。
也适合医学、生物、化工、环保及食品类专业高职高专的师生使用和参考。
　　全书均采用了现行国家标准规定的术语、符号和单位，化合物的命名依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
合会（IUPAC）及中国化学会提出的原则命名。
　　全书共十七章，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有机化学三个模块，并在每章后精选一定量的习题供
学生练习，使之达到开阔视野、提升能力之目的。
　　本教材由杨丽敏任主编，李煜、马正、高梅英任副主编。
参与本教材的编写单位有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
学院、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黑龙江省粮食职业学院、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牡丹江大学和牡丹江温
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杨丽敏（第4章、第6章），李煜（第17章），马正（第5章、第11章），高梅英（
第7章），白喜春（第16章），卢建国（第15章），刘志海（第1章、第2章），任新宇（第3章、第12
章），金颖（第13章），曹风云（第8章、第9章），曹延华（第10章、第14章）。
全书由杨丽敏统稿、修改、定稿。
潘亚芬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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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以药学类各专业的实际应用为前提，内容精炼，重点突
出，去繁就简，结构清晰。
充分选用生产实例，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从学科导向过渡到职业导向。
　　全书包含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和有机化学三部分，共17章。
无机部分包括溶液浓度的计算、电解质溶液、原子结构和共价键理论；分析化学部分包括以四大平衡
为基础的滴定分析法、重量分析法和分光光度法；有机化学部分包括含氧、含氮有机化合物、立体异
构、杂环化合物以及糖、脂和蛋白质，并在每章后配有一定量的习题供学生练习。
　　本教材有来自企业的直接经验，可作为药学类、牧医类各专业的高职高专学生、成人教育以及制
药和兽药企业员工培训的教材，也可供医学、生物、化工、环保及食品类专业的高职高专的师生使用
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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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溶液1.1 溶液浓度1.1.1 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1.1.2 溶液浓度之间的换算1.2 稀溶液的依数性1.2.1 溶
液的蒸气压下降1.2.2 溶液的沸点升高1.2.3 溶液的凝固点下降1.2.4 溶液的渗透压和反渗透1.3 胶体1.3.1 
分散系及其分类1.3.2 溶胶的基本性质1.3.3 胶团结构习题第2章　电解质溶液2.1 酸碱理论2.1.1 酸碱质子
理论2.1.2 酸碱电子理论2.1.3 水的离解和溶液的pH值2.2 电解质溶液2.2.1 强电解质溶液2.2.2 弱电解质溶
液2.3 缓冲溶液2.3.1 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2.3.2 缓冲溶液2.4 盐类水解2.4.1 盐类水解的实质2.4.2 各类盐的
水解平衡2.4.3 影响盐类水解的因素2.4.4 盐类水解的应用习题第3章 滴定分析法和酸碱滴定3.1 误差和分
析数据的处理3.1.1 误差和偏差3.1.2 准确度和误差3.1.3 精密度和偏差3.1.4 准确度和精密度的关系3.1.5 提
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方法3.1.6 有效数字及其应用3.2 滴定分析法3.2.1 滴定分析法的特点与分类3.2.2 滴
定分析法的基本条件3.2.3 滴定分析法的滴定方式3.2.4 标准溶液与基准物质3.3 滴定分析结果的计算3.3.1
滴定分析计算的依据3.3.2 滴定分析计算实例3.4 酸碱滴定法3.4.1 酸碱指示剂3.4.2 酸碱滴定类型及指示
剂的选择3.5 多元酸（碱）的滴定3.5.1 多元酸的滴定3.5.2 多元碱的滴定习题第4章 沉淀及重量分析4.1 
溶度积4.1.1 溶度积常数4.1.2 沉淀的生成和溶解4.2 沉淀滴定法4.2.1 铬酸钾指示剂法（莫尔法）4.2.2 铁
铵矾指示剂法（佛尔哈德法）4.2.3 吸附指示剂法（法扬斯法）4.3 重量分析法4.3.1 挥发法4.3.2 萃取
法4.3.3 沉淀法习题第5章 氧化还原滴定法5.1 氧化还原反应5.1.1 氧化数5.2 能斯特方程式5.2.1 标准电极
电势5.2.2 能斯特方程式5.2.3 电极电势的应用5.3 氧化还原滴定法5.3.1 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分类5.3.2 氧化
还原滴定法中常用的指示剂5.3.3 常见的氧化还原滴定方法5.3.4 《中国药典》实例习题第6章 配位滴定
法6.1 配合物的基本概念6.1.1 配合物及其组成6.1.2 配合物的命名6.2 配位离解平衡6.2.1 配合物的离
解6.2.2 配离子的稳定常数6.2.3 配位平衡移动6.2.4 螯合物6.3 配位滴定法6.3.1 配位滴定的概念6.3.2 配位
滴定的基本原理6.4 配合物在医药上的应用习题第7章 分光光度法7.1 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7.1.1 光的
本质与溶液颜色的关系7.1.2 吸收光谱7.1.3 光的吸收定律7.2 定量分析方法7.2.1 单组分的定量7.2.2 多组
分的定量7.3 显色反应及测量条件的选择7.3.1 显色反应和显色剂7.3.2 误差来源和测量条件的选择习题
第8章 原子结构和共价键理论8.1 原子结构8.1.1 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8.1.2 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8.1.3 元素
周期表8.1.4 元素性质的周期性8.1.5 生命元素8.2 共价键理论8.2.1 共价键理论8.2.2 分子间的作用力和氢
键习题第9章 烃9.1 有机化合物概述9.1.1 有机化合物与有机化学9.1.2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9.1.3 有机化合物
的特性9.1.4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9.2 饱和烃9.2.1 烷烃的分子结构9.2.2 烷烃的命名9.2.3 烷烃的物理性
质9.2.4 烷烃的化学性质9.2.5 重要的烷烃9.3 不饱和烃9.3.1 烯烃9.3.2 炔烃9.3.3 二烯烃9.3.4 萜类化合物9.4 
环烃9.4.1 脂环烃9.4.2 芳香烃习题第10章 立体异构10.1 光学异构10.1.1 物质的光学活性10.1.2 含有一个手
性碳原子的化合物10.1.3 含有两个手性碳原子化合物的对映异构10.2 构象异构10.2.1 乙烷的构象10.2.2 
丁烷的构象10.2.3 环己烷的构象习题第11章 卤代烃11.1 卤代烃的分类11.2 卤代烃的命名11.3 卤代烃的物
理性质11.4 卤代烃的化学性质第12章 醇、酚和醚第13章 醛和酮第14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和取代酸第15章 
含氮有机化合物第16章 杂环化合物第17章 糖、脂和蛋白质附录一 化合物的式量表附录二 弱酸、弱碱
在水中的离解常数附录三 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附录四 标准电极电势表附录五 配离子的稳定常数参考
文献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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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滴定分析法和酸碱滴定　　滴定分析是化学分析法中以化学反应为基础的一类重要的分
析方法。
化学分析法是分析化学的基础。
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是人们获得物质化学组成和结构信息的科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
分支。
它包括定性分析鉴定物质的化学组成）、定量分析（测定物质中有关组分的含量）及结构分析（确定
物质的化学结构）三个方面。
在定量分析中以滴定分析法的应用最为广泛。
因此，本章将重点介绍分析化学中有关误差、分析数据处理以及滴定分析法的基本知识，并以滴定分
析法中的酸碱滴定为例，讨论酸碱滴定曲线、指示剂的选择和应用。
　　3.1　误差和分析数据的处理　　分析误差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
在医药分析中，为了得到正确的分析结果，必须要了解分析过程中产生误差的原因及其规律，才能对
分析数据进行正确的处理。
　　3.1.1　误差和偏差　　分析结果与真实值的差称为误差。
分析结果与平均值的差称为偏差。
在定量分析中，根据误差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可将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
　　（1）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是由于分析过程中某种确定的原因引起的，一般有固定的方向（正或
负）和大小，在同一条件下重复测定时，它会重复出现，具有单向性。
在相同的条件下增加测定次数不能消除系统误差。
若找出产生原因并加以测定，就可以进行校正消除误差，因此，系统误差又叫可测误差。
　　根据系统误差的来源，可区分为方法误差、仪器误差、试剂误差和操作误差四种。
　　①方法误差　由分析方法本身不完善或选用不当所造成的。
例如，在滴定分析中的反应不完全或有副反应、指示剂不合适、干扰物质的影响、滴定终点和化学计
量点不一致等，都会产生系统误差。
　　②仪器误差　由于测定仪器不够准确或未经校准所引起的误差。
例如，天平两臂不等长、天平的灵敏度低、砝码本身重量不准、砝码生锈或沾有灰尘及容量仪器刻度
不够准确等引起的误差。
　　③试剂误差　由于试剂或蒸馏水中含有微量杂质或干扰物质而引起的误差。
　　④操作误差　由于分析工作者的主观原因造成的，使操作不符合要求，形成的误差叫做操作误差
。
例如，滴定管读数偏高或偏低，对滴定终点颜色的判断总偏深或偏浅，辨别不敏锐等所造成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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