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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从物质的化学组成、化学结构和化学反应出发，紧密联系现代工程技术和现代高技术战争中所
遇到的与化学相关的问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最基本、最通用的化学基本原理、规律。
全书共分13章，包括基础和应用两大部分。
基础部分包括物质结构（物质的状态、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和化学反应的
基本规律（化学热力学、化学反应动力学、化学平衡、氧化还原反应和电化学）。
应用部分包括化学与能源、化学与材料、化学与信息、化学与生命、化学与环境，突出了化学与军事
武器装备的密切联系，重点介绍了军用能源、军用新材料、生化战剂、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军事
人工环境。
本书每章后附有习题，以供学生自我检测。
    本书尤其适合于国防类专业的本科生，也可供其他近化学化工类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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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物质结构　　第1章 物质的状态　　通常人们接触的不是单个的原子和分子，而是由大
量分子、原子或离子以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聚集体。
例如在O℃和101.325kPa下，1cm（3）氧气中约含有2.7×10（19）。
个氧分子。
　　组成物质的微粒都在不停地运动，微粒间存在相互作用力。
随外界温度和压力的不同，微粒的运动状态和微粒间相互作用力大小不同，物质的聚集状态也会有所
不同。
常见的聚集状态有气态、液态和固态三种。
当外界条件变化时，物质可以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
固体和液体的分子不会散开而能保持一定的体积，固体还能保持一定的形状，表明它们的分子间存在
相互吸引力。
另一方面，当对固体和液体施加很大的压力时，它们的可压缩性很小，这表明当分子间的距离很近时
，存在相互排斥力。
在通常情况下，分子间的作用力倾向于使分子聚集在一起，并在空间形成某种较规则的有序排列。
随着温度的升高，分子的热运动加剧，力图破坏有序排列，变成无序的状态。
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热运动足以破坏原有的排列秩序时，物质的宏观状态就可能发生突变，即从
一种聚集状态变到另一种聚集状态，例如从固态变成液态，从液态再变到气态。
除此之外，在特定的条件下，物质还可以呈现其他聚集状态（如等离子态、超高密度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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