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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学基础》

内容概要

摘要
本书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编的上海普通高
校“九五”重点教材。全书包括六大部分：物质的状
态、结构与性质、化学平衡及其应用、化学热力学和
化学动力学、化学中的一些重要专题、化学方法。本
书为高等师范院校使用的化学专业基础课教材，也
可供理、工、农、医等院校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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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氢原子光谱和玻尔氢原子理论
4.2 微观粒子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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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多电子原子的结构
一、多电子原子中的原子轨道
二、原子的构造原理
三、多电子原子的电子排布
4.5 元素周期表和元素某些基本性质的周期性
一、元素周期表
二、元素某些基本性质的周期性
4.6 原子光谱和X光电子能谱
一、原子光谱
二、X光电子能谱
第五章 分子结构
5.1 离子键理论
一、离子化合物
二、离子键的本质和特征
三、离子键的强度
四、离子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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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分子光谱和紫外光电子能谱
一、分子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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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晶体结构
6.1 瑰丽的晶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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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晶体结构的周期性
三、晶体的特性
四、晶体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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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方最密堆积和六方最密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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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属玻璃
三、非晶半导体
第三部分 化学平衡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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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化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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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学平衡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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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酸的强度
二、强电解质溶液与活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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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碱滴定弱酸
三、强酸滴定弱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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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难溶盐的溶解平衡
9.1 溶度积常数
一、溶解平衡和溶解度
二、Ksp
三、难溶盐溶解度的计算
9.2 溶解平衡中的同离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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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氧化还原和电化学
10.1 氧化还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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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与还原
三、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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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电解中的定量计算 ―法拉第定律及其应用
一、法拉第定律
二、法拉第定律应用举例
第四部分 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
引言：反应的方向、限度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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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生物界的CO―O循环
第十二章 化学动力学
12.1 化学反应速率的有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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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学反应速率
二、速率方程和速率常数
三、基元反应和质量作用定律
四、反应级数
12.2 具有简单级数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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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催化反应
12.5 反应机理
一、基元反应
二、气相中H与卤素的反应
第五部分 化学中的一些重要专题
引言：化学――魅力无穷的学科
第十三章 配位化合物及其应用
13.1 配合物的基本概念
一、配合物的组成
二、配合物的命名
三、配合物的类型
13.2 配合物中的化学键
一、配合物价键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杂化轨道与配合物的空间构型
三、外轨型配合物和内轨型配合物
13.3 配合物的异构现象
一、构造异构
二、立体异构
13.4 配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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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配合物稳定性的因素
三、配位平衡的移动
13.5 配合物的应用
第十四章 有机化学初步
14.1 烃
14.2 烷烃
一、烷烃的来源、构造和异构
二、烷烃的命名
三、乙烷和环己烷的构象
四、烷烃的反应
14.3 烯烃及快烃
一、烯烃及炔烃的命名
二、烯烃及炔烃的反应
14.4 芳香烃
一、苯环的结构
二、芳香烃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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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苯环上取代基的定位效应
14.5 醇、醚、胺
一、醇、醚、胺的分类和命名
二、醇、醚、胺的制备和性质
14.6 醛、酮和羧酸
一、醛、酮的结构和命名
二、醛、酮的制备和性质
三、羧酸及其衍生物
四、手性分子
14.7 重要有机反应机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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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成反应
三、消除反应
第十五章 高分子化学概述
15.1 高分子的基本概念
一、高分子与低分子
二、高分子化合物的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
三、线型、支化和交联高分子
四、高分子的分类和命名
15.2 高分子的合成
一、缩聚反应
二、自由基聚合反应
三、自由基共聚反应
四、离子型聚合反应
五、配位聚合和立体规整性聚合物
15.3 高分子的化学反应
一、高分子官能团反应
二、交联反应、接枝和嵌段共聚
三、高分子的降解和老化
15.4 高分子的结构与性能
一、高分子的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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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分子的力学状态与转变
15.5 合成高分子材料
一、塑料
二、合成橡胶
三、合成纤维
四、功能高分子材料
第十六章 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化合物
16.1 糖类
一、单糖、寡糖与多糖
二、糖的性质和生物学功能
三、糖代谢紊乱与疾病
16.2 脂类
一、油脂与脂肪酸
二、油脂的性质和应用
三、磷脂与生物膜
16.3 蛋白质
一、蛋白质与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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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血红蛋白的结构和功能
三、贫血与分子病
16.4 核酸
一、核酸与核苷酸
二、DNA与RNA
三、DNA是遗传信息的载体
第十七章 核化学基本知识
17.1 天然放射性
一、a衰变
二、β衰变
三、β衰变
四、电子俘获衰变
五、跃迁
六、核方程、半衰期及计量单位
17.2 人工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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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核素制备和新元素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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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裂变与原子弹
三、聚变与氢弹
17.4 核技术应用
一、核能发电
二、医学诊断与治疗
三、其他应用举例
第六部分 化学方法
引言：用头脑结束实验，以思维把握本质
第十八章 化学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
18.1 近代化学家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实验化学的兴起和物质的微粒思想
二、理论化学的发端和辩证的思维方式
三、物理化学的崛起及其方法论意义
18.2 现代化学家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
一、现代化学家的求索之路
二、现代化学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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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参考书目
V在100kPa，298.15K时一些单质和化合物的热力学函数
Ⅵ 一些有机物的标准摩尔燃烧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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