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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教高[2006]14号《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
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6号《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中办发[2006]1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在高职高专相关专业教指委委
员的指导下组织编写的。
　　本书力求体现高职高专教育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的特点。
在编写时，编者以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贯彻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应用为目的，以“
必需、够用”为度，并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原则来组织教材的内容和结构。
为了适应不同专业的需要，本书增编有“·”标记的内容，各专业可根据教学需要自行取舍。
每章末编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习题和目标检测题。
　　全书共分10章，具体编写分工如下：濮阳职业技术学院石玉冰（绪论、第1章），山东铝业职业学
院李玉清（第2章），山东铝业职业学院傅佃亮（第3章），沙市职业大学钟飞（第4章），吕梁学院康
艳珍（第5章），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李景侠（第6章），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崔宝秋（第7章），吕
梁学院薛金辉（第8章），吕梁学院王丽芳（第9章），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李志华（第10章），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刘光东（附录）。
其中，刘光东、崔宝秋、薛金辉、康艳珍、傅佃亮等参加了部分章节的审稿工作。
全书最后由刘光东、崔宝秋统稿。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编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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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应当前教学改革的需要而组织编写的，全书共分10章，第1章为气体，第2章为热力学第一定
律及应用，第3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及应用，第4章为多组分系统热力学，第5章为相律与相图，第6章
为化学平衡，第7章为电化学，第8章为化学动力学，第9章为界面现象，第10章为胶体。
每章末附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习题和目标检测题，并在介绍主要理论知识后补充了少量的阅读材料
，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的化学教育、化工、制药、生物工程、环境保护等专业学生的物理化学课程的
教材，也可作为工矿企业、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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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　物质聚集状态与相　　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
在通常情况下，物质有三种可能的聚集状态，即气态、液态和固态，这些聚集状态的物质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宏观实物，相对应地称为气体、液体和固体。
物质是由大量分子组成的，分子都在不停地运动着，分子之问存在着相互作用力。
固体、液体都具有一定的体积，固体还具有一定的形状，说明分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这种作用
力使分子聚集在一起而不分开。
当对固体或液体施加一定压力时，它们的体积变化很小，表明分子之间的距离很近，存在着很强的相
互作用力。
在通常情况下，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倾向于使分子聚集在一起，并在空间形成一种较有规律的有序
排列。
随着温度的升高，分子的热运动加剧。
分子的热运动力图破坏固体或液体的有序排列而变成无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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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聚集状态变为另一种聚集状态，例如从固态变成液态，液态再变为气态。
当温度再继续升高到一定程度，外界所提供的能量足以破坏分子中的原子核和电子的结合时，气体就
电离成为自由电子和正离子，即形成物质的第四态——等离子态。
气体、液体和等离子态物质都可以在外力场作用下流动，所以也统称为流体。
　　物质的气、液、固三态中，气体的运动规律最简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较清楚；固体由于其质点
排列的周期性，人们对其也有较清楚的认识；而对液体的认识则相对少一些。
　　相是指体系内部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的所有均匀部分。
对于一切低压及中压下的混合气体，由于各种气体的分子可以任意扩散而最后达到均匀的平衡状态，
因而是一相。
几种液态物质所组成的体系可以是一相，也可以是几相共存。
例如在水中加入少量的酚，或在液态酚中加入少量的水，则前者是酚在水中的溶液，后者是水在酚中
的溶液，均分别为一相。
在室温下如果将数量大致相等的水与酚放在一起进行振摇，静置后仍能分成两个液层。
这两个液层的物理性质，例如相对密度、折光率、黏度等均不相同，并且在两个液层问有一个明显的
界面，用机械方法可以将两个液层彼此分离。
由于每个液层中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所以每个液层就是一相，整个体系便是二相平衡体
系。
对于含有大小冰块的冰水体系，其中的水当然是一相；而大小不等的所有冰块，其间虽有界面，但是
它们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因而仍然是一相。
对于含有两种物质的固态混合物，不论将它们研磨得如何细，拌得如何匀，仍然是二相混合物。
有些混旋物质，例如左旋与右旋的酒石酸混合物，由于它们的分子结构不同，具有不同的旋光性，也
属于不同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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