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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以适应21世纪社会
发展的需要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
生命科学包括生物学、药学和医学，化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随着化学与生命科学的相互渗透，相互
交叉日趋明显，化学的基础知识已成为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大学化学基础》。
大学化学基础课程的设计及其教材的编写以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质为原则，打破了传统的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这一化学课程体系，将原四门化学课程中的基本化学原
理及有关应用内容集中在大学化学基础课程中讲授，并尽可能做到一步到位。
例如，将分析化学中的容量分析内容与无机化学中溶液平衡内容合并，统一到酸碱质子理论和酸碱电
子理论中；将无机化合物中的大π键与有机化合物中的大π键集中在一起，统一到分子结构中。
全书注重介绍化学在生物学、药学中的应用。
全书内容除绪论外，从微观结构、宏观性质、微观结构及宏观性质的应用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2章至第4章分别是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配合物结构，为微观结构内容。
第5章至第8章分别是物质的聚集状态、化学热力学、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为宏观性质内容。
第9章至第15章分别是溶液的质子酸碱平衡、溶液的电子酸碱平衡、电化学基础及氧化还原平衡、元素
化学及其生物效应，为微观结构及宏观性质的应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一直得到中国药科大学许多专家、教授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王明时、华维一、
吴梧桐、陈玉英、尤启冬和姚文兵教授，不断地给予关心和指导，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本书内容从1997年起，一直被中国药科大学“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生命
科学与技术基地”的学生使用，编者感谢众多同学在使用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陈文、陈亚东、王越、何海军、刘静、李嘉宾、陈颂仪、黎红梅、熊晔蓉、陆
军农、曹凤歧。
尽管在全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选材恰当，概念准确，公式推导简洁、严谨，既保持基础课
教材便于教学的特点，又保持一定的理论水准，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定有欠妥甚至错误之处，
恳请同行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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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是中国药科大学多年来生命科学类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的结
晶。
    全书根据生命科学类一年级化学课程基本要求编写，将传统上分属于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
学和物理化学（结构化学）的基本化学原理及相关应用内容融为一体，统一安排、调整各学科内容，
删除不必要的重复。
全书内容除绪论外，从微观结构、宏观性质以及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质的应用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内容包括原子结构、分子结构、配合物结构、物质的聚集状态、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化学平衡
、溶液中的质子酸碱平衡、溶液中的电子酸碱平衡、电化学基础和氧化还原平衡以及元素化学及其生
物效应。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生命科学类（包括药学、生物学和医学）各专业的化学基础课教材，也可供相
关专业选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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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1  铜和银的单质　　15.5.2  铜的重要化合物　　15.5.3  银的重要化合物　15.6  锌和汞　　15.6.1  
锌和汞的单质　　15.6.2  锌的重要化合物　　15.6.3  汞的重要化合物　习题附录一  SI基本单位及导出
单位附录二  一些物质的热力学性质附录三  某些物质的标准摩尔燃烧焓（298.15 K）附表四  元素的相
对原子质量（1997）（Ar(12C)=12）附表五  一些质子酸的解离常数（I=0.25℃）附表六  一些氨羟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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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与金属离子配合物的稳定常数lgK(ML)附表七  一些金属离子配合物的稳定常数lgβi(25℃)附表八  一
些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25℃）附表九  一些半反应的标准电极电势EΘ和条件电极电势EΘ′（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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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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