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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为适应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和社会需求，并配合中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分析化学》（第
三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结合化学化工、医药等行业的中职教育、员工培训中的“分析化学”的实际需要，选择了重
要的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内容，有针对性地为“分析化学”教学服务。
本书注重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本身的系统性，同时又注重对“分析化学”的针对性和服务功能。
在知识的编排上由浅入深，由无机到有机，注重理论教学和实际应用并重的原则。
每章后都附有阅读材料，以利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知识范畴。
每章后都有一定数量的习题，作复习巩固之用。
　　本书为中等职业学校工业分析与检验々业的基础教材，也可作为企业员工培训的教材。
　　本书绪论及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章由杨兵编写，第十章由王波
编写，全书由胥朝提主审。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张荣、路蕴、彭传友、李乐、曹淑瑞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帮助，在此
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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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结合化学化工、医药等行业的中职教育、员工培训中的分析化学的实际需要,选择了重要的无机
化学和有机化学内容，有针对性地为分析化学教学服务；既注重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本身的系统性，
又注重对分析化学的针对性和服务功能。
内容详略得当、语言深入浅出，采用新的国家标准以及法定计量单位。
     全书共十二章，包括物质的量，卤素与氧化还原反应，碱金属，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化学键与
晶体，化学平衡，几种非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离子反应与离子平衡，几种金属及其化合物，烃，醇
、酚、醚、醛、酮，羧酸、酯等内容。
     本书为中等职业学校工业分析与检验、化工工艺等专业的基础教材，也可作为企业员工培训及自学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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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化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二、化学课程的任务和要求 　三、化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四
、化学和化学工业的发展 　五、如何学好化学 第一章　物质的量 　第一节　物质的量 　　一、摩尔 
　　二、摩尔质量 　第二节　物质的量的应用 　　一、气体标准摩尔体积 　　二、物质的量浓度 　
第三节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一、热化学方程式 　　二、热化学方程式的有关计算 　　本章
小结 　　习题 　　阅读材料国际单位制（SI） 第二章　卤素与氧化还原反应 　第一节　氯气及含氯
的主要化合物 　　一、氯气 　　二、含氯的主要化合物 　第二节　卤素 　　一、卤素的通性 　　二
、卤素的重要化合物 　第三节　氧化还原反应和电化学 　　一、氧化还原反应 　　二、原电池 　　
三、电极电位与能斯特方程 　　本章小结 　　习题 　　阅读材料拟卤素 第三章　碱金属 　第一节　
钠及其重要化合物 　　一、钠的性质 　　二、钠的重要化合物 　第二节　碱金属元素 　　一、碱金
属的通性 　　二、碱金属的重要化合物 　　本章小结 　　习题 　　阅读材料海水化学资源 第四章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 　第一节　原子及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 　　一、原子结构 　　二、原子核外
电子的排布 　第二节　元素周期律与元素周期表 　　一、元素周期律 　　二、元素周期表及结构 　
　三、元素的性质与原子结构的关系 　　四、元素周期表的意义 　　本章小结 　　习题 　　阅读材
料新型无机材料简介 第五章　化学键与晶体 　第一节　化学键 　　一、离子键 　　二、共价键 　　
三、金属键 　第二节　极性分子和非极性分子 　　一、共价键的极性 　　二、分子的极性 　　三、
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第三节　晶体 　　一、晶体与非晶体 　　二、晶体的基本类型 　　三、混合型
晶体 　　本章小结 　　习题 　　阅读材料杰出的化学家——鲍林 第六章　化学平衡 　第一节　化学
反应速率及其影响因素 　　一、化学反应速率 　　二、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第二节　化学平
衡 　　一、可逆反应和化学平衡 　　二、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 　　三、有关化学平衡的计算 　　本
章小结 　　习题 　　阅读材料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在生产中的应用 第七章　几种非金属元素及
其化合物 第八章　离子反应与离子平衡 第九章　几种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十章　烃 第十一章　醇、酚
、醚、醛、酮 第十二章　羧酸、酯 附录 参考文献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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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质的量　　第一节　物质的量　　一、摩尔　　1．物质的量及其单位　　摩尔是国
际单位制中7个基本单位之一（见本章阅读材料），它是“物质的量”的单位。
在化学中，采用摩尔这个单位，可以把物质的微粒数与物质的质量、气体的体积、溶液的浓度、化学
反应中能量的变化等联系起来，对于分析、研究、计算物质化学反应前后的数量、物料平衡、产率等
问题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因此，学习和掌握摩尔这个单位是非常重要的。
　　在初中化学里学习了氢气的性质，知道氢气能在空气中燃烧生成水。
这一反应可用化学方程式表示如下　　化学方程式表示出了化学反应前后反应物和生成物的质和量的
关系，从上述化学方程式可以看出，每2个氢分子和1个氧分子反应，能够生成2个水分子。
即物质间进行反应是按照化学反应方程式中分子、原子或离子的一定数目比进行的。
要实现这一反应，如果只取1个或几个分子进行反应，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构成物质的微粒（分子、原子、离子等）都非常微小，肉眼无法看见，不能一个一个地计量或称
量，即使借助精密仪器也很难测出它们的质量和体积。
在实际中，要实现某一反应，人们所取用的物质，都是可以称量的。
因此参加反应的不是几个分子、原子或离子，而是这些微粒的集合体。
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迫切需要把微粒跟可称量的物质联系起来。
单个的物质的微粒虽无法称量，但是大数量的微粒集体就可以称量。
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把微粒跟微粒集体联系起来的单位。
1971年10月有41个国家参加的第14届国际计量大会决定，在国际单位制（SI）中，增加第七个基本单位
——摩尔。
对应于摩尔的物理量定为“物质的量”，用符号咒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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