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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化学”是石油化工、炼油、应用化工、材料、制药、轻工等各类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理论课，
为后继课程如化工原理、分离工程、反应工程等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本教材是根据高职高专化工技术类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要求编写的。
全书共分为绪论、气体、化学热力学基础、多组分系统与相平衡、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及催化作用
、电化学及界面现象与胶体。
为便于读者巩固所学到的知识，提高应用能力，书中编入了较多的例题和典型案例，每章末分别配有
复习思考题和习题，供读者练习之用。
教材中的物理量（统一采用法定计量单位）、符号执行国家标准GB3100～3102-93。
高职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教育，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
，本书编者在多年物理化学的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和提升学习效果的重要意义。
结合高职院校基础课程改革中课时少的特点，在既保留较完整经典物理化学教材框架的前提下，将化
工企业实际生产工艺作为典型案例纳入教学，本教材有如下特点：1 以人为本，重在服务。
物理化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要让学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必须从学生发展和社会人才需求出发，按人才
规格要求定课程。
在内容的设计上，遵循“必须、够用”原则，尽量简明扼要，摒弃繁杂的数学推导，关注物理化学基
本概念、结论在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中的应用，着力塑造学生的良好素质，为社会提供满意的服务。
2 优化结构，重在创新。
根据高职教育课程标准，优化物理化学课程结构，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学生的职业综合素质。
通过引入化工企业案例，使学生利用本书所学理论分析解决化工生产实际问题，建立有别于学科型人
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3 以能力为本，面向专业。
加强物理化学学科体系与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的交叉与融通，根据化工类各专业的需求调整知识
结构，将专业基础课准确导向专业技术，缩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有效实现学以致用的培养目标
。
本教材由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尚秀丽任主编，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周萃文、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
院温泉任副主编。
其中第1章、第5章由温泉编写；第2章由周萃文编写并完成了课后习题答案、附录的整理工作；绪论、
第3章由尚秀丽编写；第4章由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苏晓云编写；第6章、第7章由银川科技职业学院
的赵夏编写。
全书由尚秀丽统稿，并负责拟定编写提纲，做最后的修改定稿工作。
本教材由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陈炳和教授任主审，他提出了许多宝贵、详尽的修改意见，编者在此
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银川科技职
业学院等单位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另外，书中还借鉴采纳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配有PPT课件，欢迎广大师生登录www cipedu com cn下载。
选用本教材的授课教师可通过联系ciphge@163 com索取其他辅助教学资料。
高职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课题，本书的编者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书
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妥之处，恳请使用本书的师生及业界同仁批评指正。
编者20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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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适应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要求,根据目前“物理化学”课程学时少的特点，在保留经典物理
化学教材的框架下，对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重概念的建立和结论的应用，删去了许多公式的推导和证明，编入了较多的例
题和典型案例，增加了教材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为了便于读者巩固所学到的知识，提高应用能力，各章之后附有大量的思考题和习题，并于书末给出
了习题的答案。
全书除绪论外共分为七章，包括：气体；化学热力学基础；多组分系统与相平衡；化学平衡；化学动
力学及催化作用；电化学；界面现象与胶体。

　　本教材主要作为高职高专石油化工生产技术、炼油生产技术、应用化工生产技术等化工类专业的
教学用书，同时还可供高职高专轻工、材料、制药、环保等专业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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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基础理论方面来说，对于现今高中化学课本上所阐明的金刚石的正四面体晶体结构
和石墨的层状结构，是1910～1920年间由于发展了X射线衍射技术后才有所认识的。
使石墨转变为金刚石，不单纯是用外力缩短石墨层与层之间的距离，使六角形碳环转变为正四面体晶
格，实际上还包含许多复杂因素。
化学家首要考虑的是热力学问题。
借助热力学可判断石墨一金刚石转变过程中的方向和限度。
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热力学常用产物和作用物之间的吉布斯函数改变的正或负，来判别一个反应自
动进行的方向。
决定石墨等非金刚石结构的碳质原料能否转变成金刚石的相变条件是后者的吉布斯函数必须小于前者
。
这种相变过程是在高压、高温或者还有其他组分参与的条件下进行的。
一定的压力、温度和组元浓度等可以使系统的热力学能发生变化，从而使价电子可处能级的统计权重
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就可能出现电子转移和组成新的键合状态的电子结构，即发生了相变。
人造金刚石可以在固态，也可在熔态和气态条件下进行，这取决于压力、温度和组元浓度等因素引起
系统热力学能的变化情况。
热力学只能判断反应进行的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化学家还需考虑动力学问题。
从动力学观点出发，还要求石墨等碳质原料转变成金刚石时具有适当的转变速率。
在金刚石成核率和生长速率同时处于极大值时的相变速率最大。
综合起来看，由热力学来看，高温不利于金刚石的热力学稳定性，要使金刚石在高温下仍具有热力学
稳定性，必须相应地高压。
而从动力学来看，力求高温才有利于反应速率，高压反而减速。
因此，寻求适宜的转化条件，应是兼顾二者，使高温与高压匹配。
此外还需特定的溶剂，使石墨晶格中的碳原子先溶解，然后在变更外界条件下，再使碳原子从溶剂中
析出结晶形成正四面体晶格。
已经知道硫化亚铁、铁以及一些过渡金属可作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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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化学》是全国高职高专石油化工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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