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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精神，我校将无机化学课程和分析
化学课程的部分内容合并为基础化学课程，作为化工、制药、材料和环境工程等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
基础课。
本书编写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为后续化学课程及专业课
程的学习提供化学基础。
本书编者长期从事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教学，并在近十年的基础化学教学实践中，比较全面地了解相
关专业对基础化学的要求。
因此在内容的选取上，既考虑了专业的要求又考虑了与后续化学课程的衔接与分工。
在讨论化学基础理论的同时，介绍近期的科学研究成果及基础化学在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及材料科学
等方面的应用。
本书将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的基本内容统一安排，和谐关联。
内容包括两部分，第1部分化学原理为化学热力学，四大化学平衡（酸碱平衡、沉淀溶解平衡、氧化
还原平衡、配位平衡）及与之相应的容量分析，分析化学中的误差理论，物质结构（原子结构、分子
结构）有关内容；第2部分元素化学为元素单质和化合物的性质及结构，常见离子的分离与鉴定的有
关内容。
考虑到化工生产和研究过程中所关心和需解决的问题及与物理化学课程的衔接和分工，本书将化学热
力学中涉及的化学反应方向和限度用两章讨论，并称为化学反应方向和化学反应限度；取消了化学动
力学内容，重点强化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紧密联系，对化学原理部分着重讨论了化学的四大平衡及
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对元素化学部分尽量突出典型和常见的元素及化合物，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常见
无机离子的分析与鉴定，使学生了解无机离子的定性分析方法。
本书由游文章主编，黄少云、艾军和周红任副主编，参加编写的有游文章（第1、2、3、5、20章），
艾军（第4章），黄少云（第11、12章），李伟伟（第7、15章），周红（第13章），杨小红（第6、8
章），齐小玲（第10、14章），程清蓉（第9、17章），胡锦东（第16、19章），张汉平（第18章）。
最后由游文章统一整理、补充、修改和定稿。
张汉平负责全书的附录收集整理和书中插图的绘制工作。
全书由潘志权教授审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部分已出版的有关教材及著作，从中借鉴了许多有益的内容，在此向有关作
者表示谢意。
限于编者的水平，本书虽经多次修改，但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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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化学》将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的基本内容统一编排，按分化学原理与元素化学两部分进行
介绍，化学原理部分包括化学热力学，四大化学平衡(酸碱平衡、沉淀溶解平衡、氧化还原平衡、配位
平衡)及与之相应的容量分析，分析化学中的误差理论，物质结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元素化学部
分包括单质和化合物的性质及结构，常见离子的分离与鉴定。
 　　《基础化学》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工、制药、材料和环境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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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应的方向2.2.1 焓变判据2.2.2 熵变判据2.2.3 吉布斯自由能变判据思考题习题第3章 化学反应的限
度3.1 化学反应限度的判据3.1.1 摩尔反应吉布斯自由能与化学平衡3.1.2 化学平衡常数3.2 标准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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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第5章 酸碱平衡5.1 电解质溶液5.1.1 强电解质溶液5.1.2 弱电解质溶液5.2 酸碱理论5.2.1 酸碱理论的
发展5.2.2 酸碱质子理论5.3 水的离解平衡5.3.1 水的离子积5.3.2 水溶液中的酸碱性和pH值5.4 弱酸、弱碱
的离解平衡5.4.1 分子型弱酸、弱碱的离解平衡5.4.2 离子型弱酸、弱碱的离解平衡5.5 缓冲溶液5.5.1 同
离子效应5.5.2 缓冲溶液的组成及缓冲作用5.5.3 缓冲溶液pH值的计算5.5.4 缓冲溶液的缓冲容量和缓冲
范围5.5.5 缓冲溶液的选择和配制思考题习题第6章 酸碱滴定法6.1 酸碱指示剂6.1.1 酸碱指示剂的变色原
理6.1.2 指示剂的变色范围及变色点6.1.3 混合指示剂6.1.4 几点注意事项6.2 酸碱滴定法的基本原理6.2.1 
强碱（酸）滴定强酸（碱）6.2.2 强碱（酸）滴定一元弱酸（碱）6.2.3 多元酸（碱）的滴定6.3 酸碱标
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6.4 酸碱滴定的应用思考题习题第7章 沉淀－溶解平衡7.1 溶度积原理7.1.1 溶度
积7.1.2 溶度积与溶解度7.2 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7.2.1 同离子效应7.2.2 盐效应7.2.3 酸效应7.2.4 配合效
应7.3 溶度积规则及应用7.3.1 溶度积规则7.3.2 沉淀生成7.3.3 沉淀溶解7.3.4 分步沉淀7.3.5 沉淀的转化思
考题习题第8章 沉淀滴定法8.1 概述8.2 莫尔法8.2.1 基本原理8.2.2 滴定条件8.2.3 方法特点及应用范围8.3 
佛尔哈德法8.3.1 直接滴定法测定Ag+8.3.2 返滴定法测定卤素离子8.3.3 佛尔哈德法特点及应用范围8.4 法
扬司法8.4.1 基本原理8.4.2 滴定条件8.4.3 方法特点及应用范围思考题习题第9章 氧化还原反应及电化学
基础9.1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9.1.1 氧化数9.1.2 氧化还原反应9.1.3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配平9.2 原电
池9.2.1 原电池组成和原电池符号9.2.2 电极类型9.2.3 电池电动势9.2.4 电池电动势与电池反应吉布斯自由
能的关系9.2.5 标准电动势与电池反应平衡常数9.3 电极电势9.3.1 电极电势的产生9.3.2 标准电极电
势9.3.3 标准电极电势计算9.4 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9.4.1 能斯特（Nernst）方程9.4.2 浓度对电极电势的影
响9.4.3 酸度对电极电势的影响9.5 电极电势及电池电动势的应用9.5.1 电极电势应用9.5.2 电池电动势应
用9.6 元素电势图9.7 水的电势－pH图思考题习题第10章 氧化还原滴定法10.1 氧化还原平衡10.1.1 式量
电势（条件电势）10.1.2 影响条件电势的因素及条件电势的计算10.1.3 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程度10.2 氧
化还原反应速率及影响因素10.3 氧化还原滴定曲线及终点的确定10.3.1 氧化还原滴定曲线的计算10.3.2 
氧化还原指示剂10.4 氧化还原滴定法中的预处理10.4.1 常用的氧化剂10.4.2 常用的还原剂10.5 氧化还原
滴定法的应用10.5.1 高锰酸钾法10.5.2 碘法10.5.3 其他氧化还原滴定法10.6 氧化还原滴定结果的计算思
考题习题第11章 原子结构11.1 原子的玻尔模型11.1.1 经典物理学局限性11.1.2 氢原子光谱11.1.3 氢原子
的玻尔模型11.2 原子的量子力学模型11.2.1 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11.2.2 微观粒子测不准关系11.2.3 波
函数和薛定谔方程11.2.4 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状态11.2.5 波函数和电子云的空间图形11.3 多电子结构和元
素周期律11.3.1 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11.3.2 鲍林近似能级图11.3.3 多电子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规律11.3.4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与元素周期律11.4 主要原子参数及其变化规律11.4.1 原子半径11.4.2 电离能11.4.3 电
子亲和能11.4.4 电负性思考题习题第12章 分子结构12.1 离子键理论12.1.1 离子键的形成12.1.2 离子的特
征12.1.3 离子晶体12.1.4 离子极化作用12.2 共价键理论12.2.1 价键理论12.2.2 杂化轨道理论12.2.3 价电子
对互斥理论12.2.4 分子轨道理论12.2.5 原子晶体12.3 金属键理论12.3.1 改性共价键理论12.3.2 金属能带理
论12.3.3 金属晶体12.4 分子间作用力12.4.1 分子的极性与变形性12.4.2 分子间作用力12.4.3 氢键12.4.4 分
子晶体思考题习题第13章 配位化合物13.1 基本概念13.1.1 配合物的组成13.1.2 配合物的命名13.1.3 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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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13.1.4 新型配合物13.2 配合物的空间构型和磁性13.2.1 配合物的空间构型13.2.2 配合物的磁性13.3 配合
物的化学键理论13.3.1 价键理论13.3.2 晶体场理论13.4 配合物的稳定性13.4.1 配位平衡和平衡常数13.4.2 
影响配位化合物稳定性的因素13.4.3 配位平衡的移动13.5 配合物的应用13.5.1 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13.5.2
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13.5.3 在生命科学中的作用13.5.4 与生物化学的关系思考题习题第14章 配合滴定
法14.1 EDTA及EDTA配合物的特点14.1.1 EDTA的性质14.1.2 金属EDTA配合物的特点14.2 外界条件
对EDTA.与金属离子配合物稳定性的影响14.2.1 EDTA的酸效应与酸效应系数Αy(H)14.2.2 金属离子M的
副反应与副反应系数14.2.3 配合物MY的副反应与副反应系数14.2.4 条件稳定常数K名14.3 滴定曲线14.3.1
曲线绘制14.3.2 影响配合滴定突跃大小的因素14.3.3 金属离子被准确滴定的条件14.3.4 配合滴定中酸度
的控制14.4 金属指示剂14.4.1 金属指示剂的作用原理14.4.2 金属指示剂必须具备的条件14.4.3 金属指示
剂的配制14.4.4 常见金属指示剂14.5 混合离子的滴定14.5.1 控制溶液的酸度进行分别滴定14.5.2 利用掩
蔽和解蔽的方法14.5.3 其他配合剂的应用14.6 配合滴定的方式和应用14.6.1 配合滴定方式14.6.2 配合滴
定结果的计算思考题习题第2部分元素化学第15章 主族金属元素（一）15.1 S区元素概述15.2 碱金
属15.2.1 碱金属单质的物理化学性质15.2.2 碱金属的氢化物15.2.3 碱金属的氧化物15.2.4 碱金属的氢氧化
物15.2.5 碱金属重要盐类的性质15.2.6 碱金属配位化合物15.3 碱土金属15.3.1 碱土金属单质的物理化学
性质15.3.2 碱土金属的氢化物15.3.3 碱土金属的氧化物15.3.4 碱土金属的氢氧化物15.3.5 碱土金属的盐
类15.3.6 碱土金属配位化合物15.4 锂、铍的特殊性15.4.1 对角线规则15.4.2 锂的特殊性及锂、镁的相似
性15.4.3 铍的特殊性及铍、铝的相似性15.5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生物效应15.5.1 碱金属的生物效应15.5.2
碱土金属的生物效应思考题习题第16章 主族金属元素（二）16.1 p区元素概述16.2 铝16.2.1 铝的物理化
学性质16.2.2 氧化铝和氢氧化铝16.2.3 铝盐16.3 锡、铅16.3.1 锡和铅的物理化学性质16.3.2 锡和铅的氧化
物和氢氧化物16.3.3 锡和铅的化合物16.3.4 锡（Ⅱ）的还原性和pH（Ⅳ）的氧化性16.4 砷、锑、
铋16.4.1 砷、锑、铋的物理化学性质16.4.2 砷、锑、铋的氧化物和氧化物的水合物16.4.3 砷、锑、铋的
化合物思考题习题第17章 非金属元素17.1 概述17.1.1 单质17.1.2 化合物17.2 卤素17.2.1 卤素单质的物理化
学性质17.2.2 卤化氢和氢卤酸17.2.3 卤化物、卤素互化物和多卤化物17.2.4 卤素的氧化物、含氧酸和
盐17.2.5 拟卤素17.3 氧族元素17.3.1 氧族元素的通性17.3.2 氧和臭氧17.3.3 硫及其化合物17.3.4 硒、碲及
其化合物17.4 氮族元素17.4.1 氮及其化合物17.4.2 磷及其化合物17.5 碳、硅、硼17.5.1 碳、硅、硼的物理
化学性质17.5.2 碳的氧化物、含氧酸和盐17.5.3 硅的氧化物、含氧酸和盐17.5.4 硼的氧化物、氢化物、
含氧酸和盐17.6 氢和稀有气体17.6.1 氢17.6.2 稀有气体⋯⋯第18章 过渡元素（一）第19章 过渡元素（二
）第20章 常见离子的分离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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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常温、常压下，物质的存在形式通常是气体、液体和固体，这三种聚集状态各有特点，在一定
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
物质的这三种存在形式中，气体是一种较简单的聚集状态。
空气就是一种所有动、植物生存离不开的气体，人和动物的呼吸、植物的光合作用等都与空气密切相
关，此外，许多生化过程和化学变化都发生在空气中。
因此，17世纪中叶人们就开始了气体的研究，经过三个多世纪的研究。
对其性质已经有较深刻的了解，并能对气体进行最简单的定量描述；对固体的研究次之；相对气体和
固体而言，液体是比较复杂的一种聚集状态，尽管人们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
研究。
在科研和化工生产中，许多重要的化学反应都有气体参与，因此本章只介绍气体，重点讨论理想气体
状态方程和混合气体的分压定律。
气体具有可压缩性，是最容易被压缩的一种聚集状态。
在密封的容器中，气体具有与容器相同的形状和体积；气体具有扩散性，不同种类的气体能以任意比
例相互均匀混合。
通常物质处于气体状态几乎和它们的化学组成无关，这就大大地方便了其存在状态的研究。
物质处于气体状态时，分子彼此相距甚远，分子间的引力非常小，每个分子都在无规则地快速运动。
所谓理想气体是一种理想化的气体。
这种气体，其分子间没有作用力，且分子的大小可以忽略不计而如同几何点一样。
一般在高温低压下，任何实际气体的行为都接近理想气体。
气体存在的状态主要取决于四个物理量，即气体的体积、压力、温度和物质的量，反映这四个物理量
之间的关系是气体的状态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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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基础化学》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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