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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化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
作为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物理化学是现代化学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基础，也是化学与化工类各专
业本科生一门重要的主干基础课程。
通过物理化学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从理论高度认识大千世界所呈现的化学现象的共同本质，同时，
通过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向专业知识的渗透，可使学生了解基础对专业的重要支撑作用。
物理化学蕴含大量的科学方法论和哲学思想。
就物理化学课程本身而言，除了让学生学到有关物理化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以外，更重要的
是通过这门课的教学，培养学生从实际问题抽象为理论，并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
物理化学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可使学生掌握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思维方法，从而增进学生的认知结构和
重组水平，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
因此，在一些章节内容的小结中我们凸显了相关的科学方法。
物理化学还是一门实验性学科。
物理化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离散的实验结果进行定量关联，从而建立有关化学过程的理论和技术
方法。
因此，对于化学化工类学生，物理化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的学科。
在本教材拓展学习材料中介绍了物理化学在相关学科应用的实例。
本教材根据几所学校教师多年的教学实践，以及在编者之间长期的合作与交流基础上，通过集体对物
理化学内容的凝练编写而成。
由于使用本书的学生可能来自于化学、化工、制药、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能源、环境科学等不同
学科，因此，在内容选择、例题与习题等方面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拓展内容上做适当兼顾。
本书第1、10、11章由合肥学院邓崇海、邵国泉编写；第2、3、7章由安徽理工大学谢慕华、邢宏龙和
何杰编写；第4、8章由皖西学院刘传芳、李林刚编写；第5、6章由安徽建筑工业学院赵东林、陈少华
和冯绍杰编写；第9章由黄山学院陈国平编写。
全书由何杰统稿任主编，邵国泉、刘传芳、刘瑾任副主编。
在此，对本文参考文献的作者及在编写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同行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何杰2011年11月于安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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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按照工科物理化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多所学校相关专业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
成。
《物理化学》共分11章，包括气体、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多组分系统热力学、化学平
衡、相平衡、统计热力学基础、化学反应动力学、电化学、表面现象、胶体分散系统等。
《物理化学》在强调基础的同时，注意物理化学原理的应用。
各章的小结在总结主要内容的同时，凝练出章节的思想与物理化学方法；在拓展阅读材料中，介绍了
物理化学基本理论向相关专业渗透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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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 表面活性剂在溶液体相与表面层的分布
　10.7.4 表面活性剂的实际应用
　10.7.5 表面活性剂的研究及展望
　10.8 固体表面的吸附
　10.8.1 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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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 经验吸附等温式
　10.8.3 Langmuir吸附等温式
　10.8.4 多分子层吸附等温式
　［拓展阅读材料］煤炭加工利用中的
　表面物理化学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第11章 胶体分散系统
　11.1 胶体分散系统概述
　11.1.1 分散系统及其分类
　11.1.2 胶体分散系统的制备与净化
　11.2 溶胶的动力和光学性质
　11.2.1 溶胶的动力性质
　11.2.2 溶胶的光学性质
　11.3 溶胶的电学性质
　11.3.1 胶体粒子的表面电荷
　11.3.2 双电层理论与胶团结构
　11.3.3 溶胶的电动现象
　11.4 溶胶的稳定性和聚沉作用
　11.5 大分子溶液
　11.5.1 大分子化合物及其溶液
　11.5.2 唐南平衡
　11.6 凝胶
　11.6.1 凝胶
　11.6.2 凝胶的分类
　11.6.3 凝胶的制备
　11.6.4 凝胶的性质
　11.6.5 凝胶的应用
　11.7 乳状液和微乳液
　11.7.1 乳状液
　11.7.2 微乳液
　11.8 其他粗分散系统
　11.8.1 泡沫
　11.8.2 悬浮液
　11.8.3 气溶胶
　［拓展阅读材料］大气气溶胶及其环境
　影响
　本章小结
　思考题
　习题
附录
　附录1 SI单位及常用基本常数
　附录2 能量单位间的换算
　附录3 物质B的S?m和ΔfG?m在不同标准状态之间的换算因数
　附录4 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表（年）
　附录5 某些物质的临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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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6 某些气体的范德华常数
　附录7 某些气体的摩尔定压热容与温度的关系（Cp，m=a+bT+cT）
　附录8 某些物质的标准摩尔生成焓、标准摩尔生成吉布斯函数、标准摩尔熵及摩尔定压热容（Cp
，m=kPa，℃）
　附录9 某些有机化合物标准摩尔燃烧焓（p?=kPa，℃）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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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0.8固体表面的吸附 固体表面分子因受力不同于内部分子而具有表面Gibbs函数和表
面张力，且固体因结构所限，分子不能自由移动，表面分子所处的环境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处于棱、
角或晶格缺陷上，这些分子受力更不均匀。
存在不饱和力场的表面会自发地吸附气体或液体分子以降低自身的表面能，这种现象就称为固体对气
体或液体的吸附（adsorption）。
被吸附的气体或液体称为吸附质（adsorbate），具有吸附作用的固体称为吸附剂（adsorbent）。
常用的吸附剂有活性炭、硅胶、分子筛等。
这些吸附剂具有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等特点。
 10.8.1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 根据吸附剂表面与被吸附物之间作用力的不同，吸附可分为物理吸附与化
学吸附。
 物理吸附是被吸附的流体分子与固体表面分子间的作用力为分子间吸引力，即范德华力（van der
Waals）。
当固体表面分子与气体或液体分子间的引力大于气体或液体内部分子间的引力时，气体或液体的分子
就被吸附在固体表面上。
这些吸附在固体表面的分子由于分子运动，也会从固体表面脱离而进入气体（或液体）中去，其本身
不发生任何化学变化。
随着温度的升高，气体（或液体）分子的动能增加，分子就不易滞留在固体表面上，而越来越多地逸
人气体（或液体）中去，即所谓“脱附”。
这种吸附一脱附的可逆现象在物理吸附中均存在。
工业上就利用这种现象，借改变操作条件，使吸附的物质脱附，达到使吸附剂再生，回收被吸附物质
而达到分离的目的。
 化学吸附是固体表面与被吸附物间的化学键力起作用的结果，两者之间发生电子重排并形成离子型、
共价型、自由基型或络合型等新的化学键。
该类型的吸附需要一定的活化能，故又称“活化吸附”。
这种化学键亲和力的大小可以差别很大，但它大大超过物理吸附的范德华力。
化学吸附放出的吸附热达到化学反应热的数量级。
而物理吸附放出的吸附热通常与气体的液化热相近。
化学吸附往往是不可逆的，且脱附后的物质常发生了化学变化，不再是原有的性状，故其过程是不可
逆的。
 由于化学吸附相当于吸附剂表面分子与吸附质分子发生了化学反应，在红外、紫外一可见光谱中会出
现新的特征吸收带。
 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过程如图10—24所示。
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的主要区别见表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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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十二五"规划教材:物理化学》适合作为工科各类专业以及理科应用化学专业本科生物理化
学课程教材，也可供广大化学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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