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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章节名称 学时 章 章节名称 学时

第1章 气体和溶液 2 第11、
12章

Ds区元素D、F区
元素

4

第2章 化学热力学初步 4 第13章 生命元素及其作用 2

第3章 化学平衡和
反应速率

4 第14章 环境污染和环境
化学

2

第4章 解离平衡 4 第15章 核反应 2

第5章 氧化还原反应 4 第16章 定量分析化学概论 2

第6章 原子结构 4 第17章 误差及数据处理 2

第7章 分子结构 4 第18章 重量分析法 2

第8章 配位化合物 4 第19章 滴定分析法 8

第9、10

章
S区元素、P区元素 4 第20章 比色法和分光

光度法
2

理论课总学时  48 实验课总学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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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气体和溶液

第一节 气体

第二节 溶液

第三节 胶体溶液

第一章 气体和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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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想气体定义：分子不占体积，分子间无相互作用力。

2.数学形式：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实际气体状态方程：

其中R为摩尔气体常数，对理想气体标准状态下：

注意量纲：

3.其它变形：

一、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Ideal gas equation of state）

第一节 气体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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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尔顿（Dalton）分压定律
1.表述：混合气体的总压力等于各组分气体的分压之和。分压是指组分

气体单独占有混合气体容积时所产生的压力。

2.数学形式：

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分压

则有总压

（1）式/（2）式得：

（1）

（2）

Xi 为摩尔分数

对含A、B两组
分的混合气体

注意：只有理想气体才严格遵守分压定律，低压下混合气体可近似适用。
另外：排水法收集的气体中：P总=P气+P水蒸汽  ， P气= P总-P水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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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  在17℃,99.3kPa的气压下,用排水取气法收集氮气

150mL。求在标准状况下该气体经干燥后的体积。

例1-3 在25℃下，将0.100mol的O2和0.350mol的H2装入

3.00L的容器中，通电后氧气和氢气反应生成水，剩下过量

的氢气。求反应前后气体的总压和各组分的分压。

3.举例：P3例1-2，例1-3。P4表1-1水在不同温度下的饱和蒸汽

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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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散系(Disperse system)
1.分散系 (Disperse system) ：一种或几种物质以细小的粒子分散在另一

种物质里所形成的系统叫分散系。

    分散质 (Dispersate) ：被分散的物质。    

    分散剂 (Dispersant) ：把分散质分散开的物质。

      举例：浑浊的河水，牛奶，糖水，食盐。混合气体等。

 2.分散系的分类：（1）分子分散系(d < 1nm)，   单相系统。又称溶液。

                 （2）胶体分散系( d=1-100nm),多相系统。又称胶体。

                 （3）粗分散系(d >100nm)，多相系统。又称浊液。  

 3.相(Phase)：系统中物理化学性质完全相同的部分称为相。在多相系统中

相与相有明显的界面。

 4.溶液(Solution)：是高度分散的分子分散系。可分为固体溶液（固溶体、

合金） 液体溶液（重点讨论）和气态溶液（空气）。

第二节 溶液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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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稀溶液的依数性(Colligative 

properties)
不同溶液性质各不相同，但溶液浓度足够稀时，则有一类性质是共同
的。它们与溶液的本性无关，只与溶液浓度有关。这类性质主要是指蒸
汽压下降、沸点升高、凝固点降低和具有渗透压这四大性质。

1.蒸汽压下降：

平衡时，蒸发与凝聚速率相等，水面上的蒸汽压，
即饱和蒸汽压（Ps）与温度有关。T越高，Po

s
越大。

    在水中加入难挥发的非电解质溶质后，单位时间内逸

出水面的水分子数减少，平衡时，溶液液面上的蒸汽压
（P溶液）一定小于纯溶剂的饱和蒸汽压（Pos）： 

 P溶液< P
os  大量实验证明P溶液与溶剂的摩尔分数XB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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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乌尔定律（Raoult）：溶液蒸汽压下降与溶质的摩尔分数成正比，
溶液越稀越严格服从该定律。若A表示溶质，B表示溶剂，其数学形式为：

蒸汽压下降的值可由该式算出

例如有 b mol溶质溶解于1Kg（=1000g/18g=55.6mol）纯水中,则ΔP为

一定温度下，P0B为一常数，合并常数项则得

结论：一定温度下，蒸汽压下降与溶液的质量摩尔浓度成
正比。 b质量摩尔浓度，单位：m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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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点：液体上方的蒸汽压等于外界压力时的温度叫液体的沸点。水在
101325pa时的正常沸点为100℃

若在水中加入难挥发的溶质后，溶液的蒸汽压要下降，如P-T图所示

2.沸点升高（Boiling pointrising）：

        同一温度下，溶液的蒸汽压低于溶

剂，若要使溶液沸腾，即要使溶液蒸汽压等
于外压，必须使其温度进一步升高，才能使
其沸腾，因而，相对于纯溶剂而言，溶液的
沸点要高一些。可用下式计算。

其中Kb为沸点升高常数，它只取决于溶
剂，而与溶质的本性无关。P9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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