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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初中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并结合职业教育的现状而编写的，适用于中职和初中起点
的高职非化工类各专业。
　　化学在材料、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有较高水平的相互渗透。
对职业学校学生来说，在设计、施工、生产中能否运用物质性质及其变化的化学观点，并在一定程度
上考虑物质及其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变化及其影响，采取适当措施，较高水平地完成任务，
这能反映出劳动者的素质，也是当前重要的现实问题。
例如，材料的研制和维护需要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和化学变化，需要化学处理和安全防腐；而能量
的利用与转换就涉及热化学有关知识。
人们面临的课题，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才能解决。
　　本书从化学与工程的结合人手切人生产实际。
由于化学涉及范畴广泛，本书只根据工艺的主要问题，取其典型加以介绍，尽量做到实用、全面、易
懂，力求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的编写原则是：重视基础，突出实用，强化实践，提高能力。
在教材编写中，我们始终贯彻终身教育理念，充分考虑学生就业与发展的需求，为学生继续学习打下
必要的基础。
本书在保持教材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力争降低难度，力求易教易学，内容选材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
要，注重拓展应用层面的化学知识，强调化学知识与工程技术的联系；体现了多接口、宽起点的特点
。
　　化学实验是本课程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本书后安排了若干实验供教师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酌
情选择使用。
通过实验课的开设，不仅可以加深、巩固并扩大学生对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理解，还可以训
练基本操作技能，并培养学生独立操作、观察记录、分析、归纳、撰写报告等多方面的能力以及科学
的工作方法。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许雅周、姬生、黄秋颖、徐竟一，河北迁安职教
中心李玉芬、白凤朝、宁文侠、马丽兵，由许雅周、李玉芬担任主编，姬生、白凤朝担任副主编，全
书由许雅周统稿。
　　限于编者水平有限，又加上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缺点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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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课“十一五”规划教材：基础化学》是根据初中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并结
合职业教育的现状而编写的，适用于高职、中职和初中起点的高职非化工类各专业。
　　《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课“十一五”规划教材：基础化学》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计算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电解质溶液、物质结构、元素周期律、氧化还原反应、电化学基础、重
要的非金属及其化合物、重要的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有机化合物、能源共九章，并安排了若干实验
供教师根据本校实际情况酌情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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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1章　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计算1.1　物质的结构单元1.2　结构单元的计量1.3　溶液的浓度1.4　
根据化学方程式进行计算专题1-1 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专题1-2 化学试剂等级标准本章小结习题第2章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2.1　化学反应速率2.2　化学平衡专题2-1 氨氧化法制硝酸专题2-2 合成氨适
宜条件的选择本章小结习题第3章　电解质溶液3.1　电解质及其电离3.2　离子反应和离子方程式3.3　
水的电离和溶液的酸碱性3.4　盐类的水解专题3-1 *缓冲溶液专题3-2 胶体溶液本章小结习题第4章　物
质结构元素周期律4.1　元素周期律4.2　元素周期表4.3　化学键4.4　*晶体专题4-1 元素周期表的意义
专题4-2 人造金刚石本章小结习题第5章　氧化还原反应电化学基础5.1　氧化还原反应5.2　原电池5.3
　*金属的腐蚀和防护5.4　电解及其应用本章小结习题第6章　重要的非金属及其化合物6.1　非金属概
述6.2　常用的酸6.3　常用的盐6.4　硅酸盐及其工业产品专题6-1 *半导体材料专题6-2 *激光材料专
题6-3 *特种陶瓷本章小结习题第7章　重要的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7.1　金属概述7.2　*碱金属7.3　碱土
金属7.4　铝7.5　铁专题7-1 *稀土元素专题7-2 过渡金属简介专题7-3 天然碱专题7-4 超导材料专题7-5 新
型金属材料专题7-6 发蓝和磷化本章小结习题第8章　有机化合物8.1　有机化合物概述8.2　饱和烃——
烷烃8.3　不饱和烃——烯和炔8.4　芳香烃8.5　烃的衍生物8.6　合成高分子材料专题8-1 *有机硅化合
物专题8-2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核酸专题8-3 *有机溶剂专题8-4 *润滑剂专题8-5 *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专
题8-6 *胶粘剂专题8-7 *涂料专题8-8 *复合材料专题8-9 *新型高分子材料本章小结习题第9章　能源9.1　
矿物能源9.2　核能9.3　化学电源9.4　新能源的开发本章小结习题化学实验实验规则基本操作训练实
验1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实验2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实验3　电解质溶液实验4　电化学实验5　物
质的性质与结构实验6　金属实验7　氯和硫实验8　氮、磷和硅实验习题课1实验9　有机化合物实验习
题课2*附录附录A 解离常数表（298.1　5K）附录B 标准电极电势表（298.1　5K）附录C 元素周期表注
：标“*”号的为选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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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电解质溶液　　什么是电解质？
不同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有什么规律　　怎样表示溶液的酸碱性　　怎样判断盐溶液的酸碱性　
　怎样使溶液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稳定的酸碱性　　在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化
学反应都是在溶液中进行的，本章将应用化学平衡等理论来讨论酸、碱、盐在水溶液中的性质及其反
应的本质。
　　3.1　电解质及其电离　　3.1.1　电解质和非电解质　　实验证明，蔗糖和酒精无论是固态、液态
还是其水溶液都不能导电；而氯化钠、硝酸钾、氢氧化钠虽然固态时不导电，但它们的水溶液或在熔
融状态时却能导电。
化学上，把在水溶液中或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化合物叫做电解质，不能导电的化合物叫做非电解质。
　　酸、碱、盐都是电解质。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如酒精、蔗糖等都是非电解质。
　　练习思考3-1　金属能导电，它们是不是电解质？
碳酸钠晶体不能导电，它是不是电解质？
为什么？
　　3.1.2　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　　不同种类的电解质溶液，在同浓度、同温度的条件下，导电能力
是否相同呢？
　　[演示实验3-1]　按照图3-1所示的装置，在五只烧杯中，分别盛放0.1mol?L-1的同体积的盐酸、醋
酸、氧化钠、氯化钠和氨水，插入电极，并接通电源，观察灯泡发光的亮度。
　　我们可以观察到，连接盐酸、氢氧化钠、氯化钠溶液电极上的灯泡比连接醋酸和氨水的灯泡亮。
这说明盐酸、氢氧化钠、氯化钠溶液的导电能力强于醋酸溶液和氨水。
　　电解质水溶液导电是靠离子作定向运动进行的，因此，其导电能力与溶液中自由移动离子的浓度
有关，即与电解质在溶液中电离的程度有关。
同浓度、同温度的电解质溶液，电离程度越大，自由移动离子的浓度越大，其导电能力就越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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