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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学与环境(第三版)》在第二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基础上，根据
教学需要在基础理论部分补充了钻穿效应、键级和分子轨道理论的应用；在应用部分补充了新型高分
子材料；在联系实际的部分，收入最新发生的事件，编入最新的事实和最近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
使教材的基础理论部分更加完善，趋于经典；联系实际部分与时俱进，常讲常新。

　　本书可以作为工科类院校非化学化工专业的普通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人员、关注环境
问题的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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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绪论 第一节 化学的发展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变化和应用的科学
。
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化学则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之一，它是一门历史悠久
又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成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一、化学的历史与新世纪的化学 （一）悠久的历史 人类的化学实践，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
从火的利用，到烧制陶器、冶炼金属以及酿酒、造纸、染色等工艺的出现，都是古代实用化学的发展
。
我国是世界上化学工艺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优美的陶瓷制品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在铜、钢铁、银、锡、铅、锌、汞等金属的冶炼史上中国均居于世界的前列。
中国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知利用酒曲酿酒。
中国古代的本草和炼丹术也是世界闻名。
火药则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科学家波义耳（Boyle）提出了科学的元素概念，化学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1803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Dalton）提出了原子学说。
1811年，意大利物理学家阿佛加德罗（Avogadro）又提出了分子的概念，1860年，正式建立了分子学
说。
1869年，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提出了元素周期律。
19世纪末期，阴极射线、X射线和放射性三大重要科学发现证明原子是可分的并且有复杂的结构。
 （二）20世纪的化学 进入20世纪以后，化学学科不仅在认识物质的组成、结构、反应、合成和测试等
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且在理论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在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四大分支学科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的化学分支学科。
 在结构化学方面，应用量子力学研究分子结构，产生了量子化学，逐步揭示了化学键的本质，化学反
应理论也深入到微观境界。
应用X射线可以洞察物质的晶体结构，研究物质结构的谱学方法也由光谱扩展到核磁共振谱、光电子
能谱等。
电子显微镜放大倍数不断提高，人们已经可以直接观察分子的结构。
 经典的元素学说由于放射性的发现而产生深刻的变革。
从同位素的发现到人工核反应和核裂变的实现、中子和正电子及其他基本粒子的发现，使人类的认识
深入到亚原子层次；放射化学和核化学等分支学科相继产生；至今元素周期表扩充到116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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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化学与环境(第3版)》可以作为工科类院校非化学化工专业的
普通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人员、关注环境问题的有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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