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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化学研究所有物质体系化学行为的原理和规律，涵盖从微观到宏观，对物质结构、结构与性
能的关系、化学过程的机理及其行为控制的研究。
物理化学是化学及在分子层次上研究物质变化的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基础。
　　物理化学是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一门重要基础课。
作为一门课程，它承担着传授物理化学专业知识和为其他课程提供理论基础的基本功能；从教育理论
的角度看，与其他任何一门课程一样，它还承担着训练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重要职责。
物理化学是化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内容极为丰富。
作为教材，其承担的知识功能和育人功能都必须得到充分体现。
但是，在目前知识更新迅速和数量剧增的时代，有限篇幅的物理化学教材不可能囊括物理化学领域的
所有知识，因此，在编写教材时，如何在如此庞大的物理化学知识库中筛选内容是一个极其困难和极
具挑战性的课题。
另外，下面几个因素也应当予以考虑：一是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物理化学已经形成相当完善和严密的
理论体系，其基本内容应体现物理化学的这一特点；二是在向更高层次输送人才时，物理化学及其相
关学科大多考查学生物理化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其知识体系应基本满足要求；三是物理化学课程与其
他课程的密切联系和交叉渗透也必须予以兼顾，否则要么造成不能满足提供理论基础的要求、内容脱
节，要么会出现不必要的重复。
四是一些物理化学的前沿领域也需要在教材中予以反映，以便学生能够了解学科的最新进展。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在认真研究物理化学课程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长期的教学经验，我们精
心编写了这本物理化学教材。
本书写作分工如下：绪论、第1章和第2章由林宪杰编写，第7～11章由许和允编写，第3章、第4章和
第6章由殷保华编写，第5章、第12章和第14章由吴义芳编写，第13章由邵军编写，全书由林宪杰统一
定稿。
　　感谢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指导帮助的所有专家；感谢科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支持。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出版的一些物理化学教材，在此一并向这些教材的作者表示感谢！
　　作者虽认真努力，但由于知识水平、理论水平和对现代教育观念的理解能力有限，教材的编写意
图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一些不妥的观点及内容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希望看到本书的同行专家和
使用本书的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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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理化学》是在山东省教育厅试点项目“物理化学课程改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长期的教学
经验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14章，对化学热力学、f{二学动力学、统计热力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在保持物理化
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力求简明扼要，以便于在教学中使用，同时尽可能地反映物理化学的新进展。
　　《物理化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类专业物理化学课程的教材，亦可供生物、医学等相关
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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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组成的系统称为多组分系统。
多组分系统可以是单相，也可以是多相，而对于多相系统可把它分成几个单相系统来研究。
我们主要讨论多组分单相系统。
多组分系统分为两大类：溶液和混合物。
　　溶液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均匀混合，彼此以分子或离子状态分布时所形成的多组分均相系统
。
各个组分在热力学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它们有不同的标准态，服从的经验规律也不同等。
其中一种或数种物质称为溶剂，其他的称为溶质，溶质溶解于溶剂中形成溶液。
溶质和溶剂的性质差别特别悬殊。
按聚集状态溶液可分为气态溶液（如萘溶解于高压二氧化碳中）、液态溶液（如盐水）、固态溶液（
如单体溶解于聚合物中）。
根据溶液中溶质的导电性又可分为电解质溶液（在电化学中讨论）和非电解质溶液。
　　在多组分均相系统中，溶质和溶剂不加区分，其中任何组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每一组分在热力
学上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处理，它们有相同的标准态，服从相同的经验规律等，这样的系统就称为混
合物。
按聚集状态可分为气态混合物（如氧气和氮气）、液态混合物（如对一二甲苯和邻一二甲苯）、固态
混合物（如金铜合金）。
　　按照多组分系统内组分数量（也称质点数目）的变化情况，可将多组分系统分为质点数目不变的
系统和质点数目可变的系统。
多组分无相变、无化学反应的封闭系统属于质点数目不变系统；多组分有相变或化学变化的封闭系统
以及敞开系统属于质点可变系统。
本节讨论的内容适用于所有质点数目可变系统，质点数目不变系统为质点数目可变系统的一个特例。
　　4.1 偏摩尔量　　对纯组分的系统或者是组分不变的单相系统。
在系统的T、P一定的条件下有确定值。
即在这种情况下，要描述系统的状态只要两个状态函数（如T、P）就可以了。
但对组分变化的多组分单相系统来说，规定了系统的T和p，其状态并没有确定，即其热力学量并未确
定，还必须规定系统中每一组分（物质）的数量，才能确定系统的状态。
　　单组分系统中的一些容量性质如V、U、H、S、A、G都在右上角标注“+”号，例如，用蝶。
表示纯物质B的摩尔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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