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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21世纪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改革及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需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
养，我们在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医用化学》。
本教材可供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妇幼、乡村医士、中西医结合、卫生保健、医学影像技术、康复
技术、口腔工艺技术等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岗位培训的辅导教材。
　　《医用化学》改变了以往以物质结构为基础，以元素周期律为主线的学科体系，突出了化学与医
学、化学与生活、化学与环境的关系，并由这些关系引出基本的也是医学及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必须
具备和掌握的化学知识，使学生了解化学与医学、化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并从中逐步感受和认识化
学对医学、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本书努力从化学的视角来展示人体的组成、人体中的化学反应及平衡、人体所需营养物质，同时
揭示了药物、生活、环境与化学的关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强化了学生对化学在人体中生理和病理
现象、改善公民生活及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起作用的认识。
培养学生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用科学、技术、社会相联系的观点引导学生认识健康、生活、环境
与化学的关系，逐步培养学生形成综合的职业能力和对医疗卫生行业中涉及到的化学问题作出判断决
策的能力。
　　全书按108学时编写，其中理论课占84学时，实验课占24学时。
在具体进行教学时，可将全书内容分为必修模块（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
章、第九章）、选修模块（第七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实践模块，根据各
自学校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课时，实行分层次选择教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贴近学生，贴近岗位”的基本原则，以学生为中心，重视思想性、科
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相结合，形成了“理论一实验－训练”三位一体的中等卫生职业教育
的教材体系，既是教师教学的理想教本，也是学生学习知识、形成能力的课本。
　　参加本书编写的编者是：王维智（第一章、实验1—1）、李琳（第二章、实验2—1）、李宏伟（
第三章、实验3—1）、李建荣（第四章、实验4一l、实验8—1、实验8—2）、孙彦坪（第五章、实验5
—1）、牛彦辉（第六章、实验7—1）、冯军（第七章、实验7—2）、杨志霞（第八章）、田永峰（第
九章、实验9—1、实验9—2）、王天玲（第十章、实验9—3）、朱爱军（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
三章）。
　　本书在编写时参考了部分教材和有关著作，从中借鉴了许多有益的内容，在此向有关的作者和出
版社一并致谢。
　　限于编者的水平，本书虽经过多次修改和讨论，但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恳切希望专家和同行
以及使用本书的教师和同学们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订正，以臻完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用化学>>

内容概要

　　《医用化学》改变了以往化学教材以物质结构为基础，以元素周期律为主线的学科体系，突出了
化学与医学、化学与生活、化学与环境的关系，并由这些关系引出基本的也是医学及医学相关专业的
学生必须具备和掌握的化学知识。
　　《医用化学》努力从化学的视角来展示人体的组成、人体中的化学反应及平衡、人体所需营养物
质，同时揭示了药物、生活、环境与化学的关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强化了学生对化学在人体中生
理和病理现象、改善公民生活及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所起作用的认识。
　　《医用化学》既可供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妇幼、乡村医士、中西医结合、卫生保健、医学影
像技术、康复技术、口腔工艺技术等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岗位培训的辅导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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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化学及其研究的对象二、化学的发展史三、化学与医学的关系四、化学学习方式的优
化实验1—1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第二章 溶液生理盐水第一节 溶液的组成一、分散系二、溶液的组成第二
节 国际单位制一、国际单位制简介二、物质的量第三节 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一、物质的量浓度二、
质量浓度三、质量分数四、体积分数五、比例浓度第四节 溶液的配制第五节 渗透现象及渗透压一、
渗透现象和渗透压二、溶液的渗透压与溶液浓度的关系三、渗透压在医学中的意义第六节 生理盐水一
、生理盐水的特征二、生理盐水的主要应用第七节 胶体溶液一、溶胶的性质二、高分子溶液实验2—1 
生理盐水的配制和酒精的稀释第三章 物质结构同位素第一节 原子及其构成第二节 核素、同位素及放
射性同位素在医学中的应用一、核素同位素二、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上的应用第三节 原子的电子层结
构一、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特征二、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第四节 元素周期律及元素周期表一、原子结
构与元素性质的关系二、元素周期律三、元素周期表四、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的意义第五节 分子
的形成及性质一、分子的形成——化学键二、分子的极性三、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实验3—1物质的性
质和元素周期律第四章 化学反应的快慢和程度第一节 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一、四种基本类型的反应
二、氧化还原反应三、放热反应和吸热反应四、可逆反应和不可逆反应第二节 化学反应速率及影响因
素一、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二、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第三节 化学平衡一、化学平衡二、化学平衡
的移动实验4—1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第五章 人体中的电解质平衡和酸碱平衡第一节 正常人体中的
水和电解质平衡一、人体内的水平衡二、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第二节 水的解离和溶液的pH一、水的
解离二、溶液的酸碱性和pH三、酸碱指示剂第三节 离子反应和盐类的水解一、离子反应和离子方程
式二、离子反应发生的条件三、盐类的水解第四节 缓冲溶液一、缓冲溶液和缓冲作用二、缓冲溶液的
组成三、缓冲作用原理实验5—1电解质溶液和缓冲溶液第五节 人体中的酸碱平衡一、体内酸性物质和
碱性物质的来源二、血液中的缓冲体系三、人体正常pH的维持四、人体健康与酸碱平衡第六章 人体
中的宏量元素第一节 氯一、氯气的性质二、常见金属氯化物三、氯在生物机体中的存在和作用第二节
硫一、硫的性质二、硫的化合物三、硫在生物机体中的存在和作用第三节 氮一、氮气的性质二、氨和
铵盐三、硝酸和硝酸盐四、亚硝酸和亚硝酸盐五、氮和磷在生物机体中的存在和作用第四节 钠一、钠
的性质二、钠的化合物三、钠和钾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四、钙和镁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第七
章 人体中的微量元素第一节 非金属元素一、基本性质二、微量非金属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及作用
实验7—1非金属元素的性质第二节 金属元素一、金属概论二、铁三、微量金属元素在生物体内的分布
及作用实验7—2金属的性质第三节 其他元素第八章 有机化合物和医学的关系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的基
本知识一、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二、有机化合物的特性三、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四、有机化合物的分
类第二节 烃一、烷烃二、不饱和烃三、闭链烃第三节 醇、酚、醚一、醇二、酚三、醚实验8—1醇和酚
的性质第四节 醛、酮一、醛和酮的结构二、醛和酮的分类与命名三、醛和酮的性质第五节 羧酸、羟
基酸和酮酸一、羧酸二、羟基酸三、酮酸第六节 酮体和糖尿病实验8—2醛、酮和羧酸的性质第七节 核
酸和遗传物质一、核酸的分子组成二、核酸与遗传物质第九章 人体所需营养物质第一节 脂类一、油
脂二、类脂三、脂类的生理作用实验9—1油脂的性质第二节 糖类一、单糖二、双糖三、多糖四、糖类
的营养价值实验9—2糖类的性质第三节 蛋白质一、氨基酸二、蛋白质实验9—3蛋白质的性质第十章 化
学药物第一节 化学药物的不稳定性一、药物的水解反应二、药物的氧化反应三、药物的异构化反应四
、药物的聚合反应五、药物的脱羧反应六、二氧化碳对药物质量的影响第二节 常见药用无机化合物一
、酸类药物二、碱类药物三、盐类药物四、单质、氧化物类第三节 常见药用有机化合物一、烃类二、
醇类三、酚类四、醛、酮类五、酸类六、糖类七、生物碱类八、杂环类九、胺类第四节 配位化合物第
十一章 化学消毒剂第一节 消毒剂概述一、消毒与灭菌二、物理消毒法三、化学消毒法第二节 无机消
毒剂一、含氯消毒剂二、含碘消毒剂第三节 有机消毒剂一、醛类消毒剂二、醇类消毒剂三、酚类消毒
剂四、过氧乙酸五、季铵盐类消毒剂六、烷基化类消毒剂第十二章 食品添加剂第一节 食品添加剂概
述一、食品添加剂的分类二、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与使用原则第二节 食品防腐剂一、概述二、几种常见
的化学合成防腐剂三、影响防腐剂防腐效果的因素第三节 食品抗氧化剂一、概述二、常见人工合成抗
氧化剂三、常见天然抗氧化剂第十三章 环境与健康第一节 概述一、人类环境的组成二、人与环境的
关系三、环境污染四、污染物质的毒性第二节 苯并[a]芘一、理化性质二、食品中苯并[a]芘的来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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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并[a]芘的毒性及危害四、防止苯并[a]芘污染食品的措施第三节 N一亚硝基类化合物一、理化性质
二、食品中N一亚硝基化合物的来源三、防止食品中N一亚硝基化合物危害的措施第四节 黄曲霉毒素
一、理化性质二、黄曲霉毒素的毒性及其对食品的污染三、防止黄曲霉毒素中毒的措施第五节 农药一
、概述二、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来源三、食品中常见的农药残留及其毒性四、控制食品中农药残留量的
措施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一、SI基本单位二、常用单位及其换算三、酸、碱、盐的溶解性表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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