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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教材的改革、更新也层出不穷，但在教
材的使用上也常常会出现一些困难。
有的教材编写的理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篇幅大，涉及内容多；有的教材因学时少，内容也相对较
少。
大部分教材都是以讲解理论为主，而物理化学除了有很强的理论性外，也有很强的实用性，如果两者
都兼顾，势必会使得教材编写的内容太多。
但如果只注重实用性，编写内容虽然可大大减少，却又会使学生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看不到问题
的本质，无法发挥其创造性。
　　这次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这套教材则是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编写的新思路
。
这套教材定位为应用型本科的培养层次，突出实用、适用、够用和创新的“三用一新”的特点。
它虽不同于普通高校的本科教材，但又不偏离本科教学的基本要求，淡化学术研究成分，在编排上要
求先易后难，既要低起点，又要有坡度、上水平，更要进一步强化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增加案例
教学。
　　本着上述思路，本教材在内容上作了一些调整，前几章的理论性强，编写时力求适用、够用，避
开一些深奥的推理过程，注重结果的使用；后几章编写时结合生产实际，结合应用，增加案例。
　　这次编写的教材，参编的老师来自不同专业，大家都曾面对过不同生源的学生，了解学生的需求
，本着以上述基本思想为指导，结合本专业特点，共同融合，终得此书。
　　本教材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刘幸平任主编，太原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逯宝娣、湖南理工学
院张建策、湖南中医药大学李红、湖北中医药大学陈振江任副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钱晓良主
审。
教材编写的分工情况如下：南京中医药大学周灵君编写绪论、逯宝娣编写第l章、刘幸平和陈振江编写
第2章、南京中医药大学吕翔编写第3章、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雷雪峰编写第4章、张建策编写第5和
第7章、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刘建庄编写第6章、湖南农业大学姜晖霞编写第8章、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方学院王春晖编写第9章、李红编写第10章，南京中医药大学邵江娟编写附录，南京中医药大学徐飞、
南京中医药大学徐春蕾、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赖艳及河南中医学院药学院苑娟等几位老师主要参加
了各章的审核任务。
本教材的出版是《物理化学》编写组全体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当然，书中难免有一些不到之处，有些设想还没有全部体现在教材中，希望通过今后的教学实践
，找出不足，加以完善。
也希望各位同行在参看了本书后，提出宝贵意见，我们编写组一定会虚心接受，并对此衷心地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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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本科教学的基本要求，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与技术型人才。
本书对物理化学概念的深度要求不高，但有广度。
其中，增加案例教学是本教材的特点。
    全书共10章，其中第1至第5章为热力学部分，包括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多组分系统
热力学、化学平衡、相平衡；第6章电化学中既有热力学部分，也有动力学部分；第7章化学动力学基
础则为典型动力学部分；第8至第10章分别为表面现象、溶胶和大分子溶液，主要是应用化学热力学来
解决实际系统的问题，属于化学热力学的应用。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化学专业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化工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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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3.3 高分散度对溶解度的影响　　开尔文公式对于计算溶质的溶解度也适用，只要将式中的蒸气
压换成溶质的饱和浓度即可。
当温度一定时，若晶体颗粒越小，溶解度越大，所以当溶液等温浓缩时，溶液的浓度在不断增加，但
对微小晶体仍未达到饱和，因而晶体不能析出，还需进一步浓缩，成过饱和溶液时（但对小晶体则是
饱和溶液），小晶体才能析出，即微小晶体的饱和浓度大于普通晶体的饱和浓度。
　　8.3.4 高分散度对熔点的影响　　开尔文公式可用于计算微小晶体的饱和蒸气压，即在一定的温度
下，微小晶体的饱和蒸气压大于一般晶体的饱和蒸气压。
并且随晶体粒径的减小，蒸气压不断升高，而熔点的温度也相应下降，即微小晶粒熔点下降。
金的正常熔点为1064℃，而直径为4nm时，金的熔点降至727℃，当直径减小到2nm时，熔点仅为327℃
左右。
　　8.3.5 亚稳态现象　　对于普通液体或固体，由于表层分子所占比例较小，因此表面现象并不显著
。
但是，当系统中有新相生成时，如蒸气的凝结、液体的沸腾与结晶等，由于最初形成的液滴、气泡或
晶体颗粒都非常细小，因而具有较大的表面吉布斯自由能而使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亚稳态），使
新相难以生成而引起各种过饱和现象出现。
　　（1）过饱和蒸气。
当气体凝结成液体时，首先要形成小液滴，而小液滴的饱和蒸气压大于平面液体的饱和蒸气压，若高
空中没有灰尘，水蒸气可以达到相当高的过饱和程度而不会凝结成水。
因为此时高空中的水蒸气虽然对于平面液体来说已经是过饱和的，但对于要形成的小液滴来说未达到
饱和，因此小液滴难以形成。
若向空中撒凝结核心，如干冰或AgI小颗粒，使液滴的凝结中心半径增大，而相应减少液滴的饱和蒸
气压，水蒸气会迅速凝结成水，这就是人工增雨的原理。
　　（2）过热液体。
在液体沸腾前，不仅液体在表面进行汽化，同时在液体内部会自动产生微小气泡，气泡内的饱和蒸气
压要小于平面液体的饱和蒸气压。
在正常沸点时，平面液体饱和蒸气压与外压相等，但在沸腾时，极细小的气泡内的饱和蒸气压远小于
外压，在外压的影响下，小气泡难以形成，致使液体不易沸腾而形成过热液体，当达到一临界温度时
，会突然生成大量小气泡，液体暴沸。
为防止液体过热，常在液体中投入沸石，由于沸石表面多孔，其中已存在着曲率较大的气泡，成为汽
化的核心而使得气泡较易生成，使液体的过热程度大大降低，而不致发生暴沸。
　　（3）过饱和溶液。
在一定的温度下，溶质的浓度高于正常溶解度而不结晶的溶液称为过饱和溶液。
由于微小晶体的溶解度大于普通晶体的溶解度，而刚凝结成的晶粒十分细小，对于普通晶体已达饱和
的溶液，微小晶粒还远未饱和，因此不易形成晶体，导致溶液出现过饱和状态。
若在此溶液中加入小晶体作为新相的种子，可使晶体尽快析出。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理化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