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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已进入21世纪，高新科技在各大领域飞速发展，其间化学展显巨大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本教材紧跟科技发展与时俱进并坚持教改创新，更明确加强化学基础的重要性。
回顾1998年《现代基础化学》第一版面世，该版是面向21世纪工科化学系列课程改革的成果，是以物
理化学为枢纽的两段式教学改革的第一轮，它跳出传统工科大一化学教材的框架，成为我国第一套全
彩色大学教科书，从内容到面貌焕然一新。
2004年《现代基础化学》第二版问世，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理清微观物质结构理论与宏观热力学原理
的内在联系，以及热力学在四大平衡体系中的应用，进而强调结构与物质性质的内在联系和化学变化
规律的关联，使课程脉络更加清晰。
同时请专家撰文，放眼21世纪阐述化学在新科技领域中的作用以拓展视野。
《现代基础化学》第三版，在第二版基础上，保留体系改革，合理构思、科学论证、概念严谨、图文
并茂等特点外，经12年教学实践，在师生中调研、分析总结，确定本教材的特色为：削枝强干、夯实
基础；化解难点、便教易学；突出现代、科技展新。
1.削枝强干、夯实基础教改创新必须摆正《现代基础化学》在工科化学系列课程中的地位，把相应必
备的化学基础加以夯实，同时为后续课程提供较宽广的基础。
为此需梳理本课程内容，抓住主线，避免课程间不必要的重复及不宜大一化学掌握的过深内容，加以
削枝强干、确保基础。
众所周知，现代化学已进入分子水平的前沿，原子、分子是组成物质及纷繁复杂化学变化的本质和核
心，对它们的内部结构应有基本的认识，但不宜宽深，在修订中认真抉择。
如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状况着重电子云的角度分布，因为它对化学键的形成和分子构型都很重要，所
以删去电子云的径向分布及相关的描述；对分子轨道理论只需基本的认识，着重处理双原子分子而删
去多原子分子；固体结构仅介绍布拉维晶格中最常见的4种而不是面面俱到的14种；对玻璃只介绍其结
构本质，删去尚未定论的玻璃结构理论等等。
抓住热力学定律中最基本的概念，淡化导出过程，疏通与后续物理化学的接口，避免了课程间不必要
的重复。
例如，有关生成焓和燃烧焓着重说明概念，不以计算为重点；删去热容及有关变温过程的计算。
对于热力学第二定律重点给予两种表述，删去理想热机与卡诺定理，直接给出克劳修斯不等式，除去
了较复杂的演绎过程。
删除化学反应机理，将质量作用定律和基元反应并入浓度对化学反应速率影响之中。
在电化学中不再描述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理，只是指出要点等等。
经此大的修改，既简明扼要又与物理化学衔接得更加顺畅，切实铺垫了基础。
设置了台阶，经修订加强热力学基本原理在化学平衡、离子平衡、氧化还原平衡和配位平衡中的应用
，使之更加合理，为后续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各课打下较为宽广的化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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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基础化学（第3版）》第二版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第三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近400幅彩图，其中近百幅为彩照，形象地反映了化学多彩多维的本色。
　　《现代基础化学（第3版）》坚持课程体系改革和创新与时俱进。
在第二版基础上保持优点，进而削枝强干、夯实基础，更加重视与物理化学疏通接口，为后续课程铺
垫宽广的基础；注意化解理论部分的难点，降低概念的抽象程度，使之便教易学，全书各章反映当今
新科技成就，突出现代，概念严谨，简明易懂。
　　《现代基础化学（第3版）》适用于化工、制药、材料、环境、轻工、生物工程类等专业。
在使用本教材时，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对化学基础的不同要求，针对学习本课程学生的实际情
况，有选择地取舍内容，以便切实为学生打好化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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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知道，电磁波的波函数直接描述了电磁场振动大小。
但微观粒子（如电子）的波函数本身则没有这样直观的物理意义来理解代表微粒在空间某点出现的概
率密度。
1.2.2.3概率密度和电子云根据量子力学的理论，电子不是沿着固定轨道绕核旋转，而是在原子核周围
的空间很快地运动着，因此，我们不能肯定电子在某一瞬间处在空间的什么位置上。
但是，这并不是说电子运动没有规律性，大量电子的运动或者一个电子的千百万次运动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
此即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推算出电子在核外空间各处出现的概率的大小。
电子在原子核外各处出现的概率是不同的，电子在核外空间有些地方出现的概率大，而在另外一些地
方出现的概率小。
电子的运动具有一定的概率分布规律。
因此，量子力学对电子运动情况的描述是具有统计性的。
电子在核外某处单位体积内出现的概率（probability）称为该处的概率密度。
我们常把电子在核外出现的概率密度大小用点的疏密来表示，电子出现概率密度大的区域用密集的小
点来表示；电子出现概率密度小的区域用稀疏的小点来表示，这样得到的图像称为电子云（electron
cloud），它是电子在核外空间各处出现概率密度的大小的形象化描绘。
电子的概率密度又称电子云密度。
图1-2-4是氢原子电子云示意。
从图1-2-4可以看出，在氢原子中，电子出现的概率密度随离核距离的增大而减小，也就是电子在单位
体积出现的概率以接近原子核处为最大，图1-2-5示出氢原子1s电子的概率密度随离核半径变化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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