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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感物理化学是一门高品位的课程，它不仅概念严谨、逻辑严密、内容丰
富，而且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学习这样的课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在反复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体会其真谛。
因此，不断地提出和发现问题，并积极地思索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成为学好物理化学的重要途
径。
本书是作者在学习物理化学和从事这门课的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希望它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本书与《物理化学导读》（刘国杰和黑恩成，科学出版社，2008年）系姊妹篇，也可以说是《物理化
学导读》的延续。
全书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对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补充。
由于本书没有包含物质结构，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就成了物理化学的两大理论支柱，这部分内容除了加
深对热力学三大定律和相倚子统计力学的理解外，还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热力学方法和统计力学方
法，这对认识物理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很有帮助的。
二是对物理化学疑难问题的解释。
这些问题来自教材和专著，作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给出对问题的较深刻解释。
有些问题可能教材中有不同的说法，或处在争议之中，作者也参与发表意见，就算是抛砖引玉。
三是教学与研究的互动。
这部分内容旨在贯彻2007年教育部推出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精神，是作者
对物理化学教学内容研究的结果，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教学内容和扩大视野。
与《物理化学导读》一样，本书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叙述，并将上述三部分内容穿插在一起。
全书共分31个专题，每个专题主题明确、论点鲜明、短小精悍、自成体系，并列有参考文献。
本书除了适合于有志学好物理化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有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参考外，还适用于从事
物理化学教学的教师。
如果本书能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促进教学研究起到些许作用，那就是作者的莫大欣慰。
由于作者的学识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有些看法也可能会引起争议，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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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理化学释疑》系物理化学教学参考书，是《物理化学导读》(科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的延续。
全书包含31个专题，除了对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等重要内容做必要的补充外，主要是根据作者多年的教
学心得，对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所做的解释，以及对某些教学内容的进一步研究。
每个专题主题明确、论点鲜明、短小精悍、自成体系，并列有参考文献。
　　《物理化学释疑》不仅适合学习物理化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有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参考，而且
可供从事物理化学教学的教师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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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里所指的热力学定律是指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两条定律是与机器密切相关的，它们建立于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
物。
由于机器的运行总是周而复始的，故热力学的这两条定律都与循环不可分割，本专题便以此为题来展
开。
1.1热力学第一定律与循环远在热力学第一定律建立之前，基于人们对日益增长的动力的需求，自然地
产生了一种“希望”，试图制造出不必消耗能量便能运作的机器。
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机器，被称为“第一类永动机”。
在当时，这种“永动机”是很令人向往的，许多人煞费苦心，热衷于设计和制造，他们将发明的形形
色色的“永动机”送去法国科学院审批，为此掀起了一股热潮。
但是，这些看似无懈可击的“永动机”，在实践面前无一取得成功，致使1775年法国科学院宣布从此
不再审查这类机器。
然而，为什么“第一类永动机”制造不出来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中叶建立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后，才
得到了确切的答案。
由于热力学第一定律实际上就是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它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适规律，故它的建立几乎
是在同一个时期，由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从不同的领域共同提出来的，其中德国医生Meyer（迈
耶）、英国物理学家JoLlle（焦耳）、德国生理学家Helmholtz（亥姆霍兹）等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里，特别要介绍Joule的工作，因为他为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实验基础。
1840～1850年，Joule做了大量测定热功当量的实验：他曾将机械功转变成电功，而后者消耗在水中；
也曾在加压下让水流过毛细管使水温升高或通过压缩空气来改变水的温度等；还曾用抹香鲸油或用汞
代替水做实验，但所得结果相差无几。
在恒压下，要使一定量的水温度升高1℃，需做的功几乎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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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理化学释疑》系《物理化学导读》的姊妹篇主要对物理化学教材中疑难和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深入
的解释，并进一步加强对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的理解以专题的形式叙述，每个专题主题明确、论点鲜明
、短小精悍，并列有相关的参考资料体现了教学与研究的互动，对部分教学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
研究，有助于读者扩大视野，深入理解教学内容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理化学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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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