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 编 刘有训

副主编 张少云 何丽针 王艳芳

编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艳芳 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

刘 娜 大连医科大学

刘有训 大连医科大学

何丽针 江西医学院上饶分院

张少云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张韶虹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

郭丽霞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程家蓉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穆春旭 辽宁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检验基础化学/刘有训主编.-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4
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ISBN978-7-5091-5470-0

Ⅰ.①检… Ⅱ.①刘… Ⅲ.①医学检验-化学-高等职业教育-教材 Ⅳ.①R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1462号

策划编辑:池 静 徐卓立  文字编辑:王红健 韩 志  责任审读:谢秀英

出 版 人:石 虹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100036信箱188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203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4.5·彩页1面 字数:594千字

版、印次: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4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主 任 委 员 张松峰 胡兴娥 周立社

副主任委员 鲁春光 任光圆 高凤兰

刘丕峰 胡 野 姚 磊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卫东 甘晓玲 田 仁 吕 申

刘 军 刘 辉 刘有训 刘观昌

许郑林 孙永杰 寿佩勤 杨玉南

应志国 宋大卫 周晓隆 郑文芝

赵玉玲 胡志坚 哈学军 侯振江

郭化山 郭桂平 黄斌伦 崔成立

梁建梅 滕文锋

编辑办公室 郝文娜 徐卓立 曾小珍 池 静

袁朝阳



1.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2.血液检验技术

3.病理检验技术

4.临床实验室管理

5.临床检验基础

6.检验基础化学

7.检验仪器分析技术

8.免疫检验技术

9.分子生物检验技术

10.微生物检验技术

11.寄生虫检验技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尤其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与基础学科的相互渗

透,各种仪器和合成试剂的大量涌现,极大地促进了检验医学向着高理论、高科技、高水平方向

发展。作为21世纪医学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大批的医学检验和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人才。为此,人民军医出版社组织全国多所高职高专院校的专家对《全国医药院

校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进行修订再版,以适应当前医学检验技术领域职业

教育形势的需要。

该套教材的第1版于2006年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具有良好的基础,几年来在多家医

药院校使用,得到了关注和好评。本次修订再版工作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展开,由多家院校专家

认真研讨和广泛征求意见后,对内容和编排进行修订。教材秉承紧贴高职高专这一层次的人

才培养目标,遵循“三基”“五性”的原则,补充了近年来医学检验技术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新

方法,删减了不够实用的部分,并突出以下特色:精理论强实践,培养实用技能型人才。依据医

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以岗位需求为依据,参阅临床医学检验技

术初级考试大纲,既具有针对性,又兼适用性。贯彻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考试相结合的精

神,把职业资格证考试的知识点与教材内容相结合。同时按照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吸

纳行业专家参与教材体系的论证及教材编写。以“必需、够用”为前提,以“实用、会用”为目标,

对传统教材内容进行了必要的精选、整合和优化,能更好地适应高职教改的需要。

打造一套紧扣大纲、顺应现代医学检验技术发展需要,适合教师教学、利于学生学习的好

教材是所有参编院校的编写初衷和不懈追求,我们衷心感谢参编院校在该套教材编写过程中

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希望有关院校积极选用该套教材并及时反馈意见,使本套教

材不断得到完善与提高,更好地为高职高专医药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职业教育服务。



检验基础化学是高职高专检验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同时它还将对某些后续专业

课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课程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三部分内容。

编者根据高职高专检验专业的需要和水平,在内容的选取和编排上力求保持化学学科的

系统性和科学性,避免了复杂的理论推导,文字叙述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学生自学。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将教学改革和教学经验融于教材,较好地体现了创新精神,使学生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所学课程的知识点。

本教材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03102-93《量和单位》所规定的符号和单位;

化学名词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化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91第1版)所

推荐的名称。在附录表格中选用了相关常用物理化学数据,这些资料引用自国际上权威刊物

或手册的最新数据资料。

本教材在编写时参考了部分已出版的高等院校相关教材和有关著作,从中借鉴了许多有

益的内容,在此向有关作者和出版社表示感谢。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军医出版社的

大力支持,各编者所在学校也给予了支持与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教材可作为检验专业、药学、临床医学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也可供

其他读者学习相关化学知识使用。

对本教材的编写,虽然我们力求做到开拓创新,尽善尽美,并经多次修改,但仍难免存在错

误和不当之处,恳切希望各位同行、专家及使用本书的教师和同学对书中的不妥之处给予批评

指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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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无机化学

第1章 溶液的组成与配制 (3)……………

 第一节 溶液组成的表示方法 (3)………

  一、溶液组成标度的表示方法 (3)……

  二、溶液的配制、稀释及有关计算

(6)…………………………………

 第二节 稀溶液的依数性 (7)……………

  一、溶液的蒸气压下降 (7)……………

  二、溶液的沸点升高 (8)………………

  三、溶液的凝固点降低 (8)……………

  四、溶液渗透压的改变 (9)……………

 第三节 胶体溶液 (11)…………………

  一、溶胶的性质与胶团结构 (11)………

  二、溶胶稳定性和聚沉 (12)……………

第2章 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

(14)………………………………

 第一节 化学反应速率 (14)……………

  一、化学反应速率概念和表示方法

(14)…………………………………

  二、有效碰撞理论 (15)…………………

  三、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16)……

 第二节 化学平衡 (19)…………………

  一、化学平衡概念 (19)…………………

  二、标准平衡常数 (19)…………………

  三、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 (20)…………

第3章 电解质溶液 (23)…………………

 第一节 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23)……

  一、强电解质和弱电解质 (23)…………

  二、弱电解质的电离度和电离平衡

(23)…………………………………

  三、多元弱酸的分步电离 (25)…………

  四、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 (26)…………

 第二节 酸碱理论 (27)…………………

  一、酸碱电离理论 (27)…………………

  二、酸碱质子理论 (27)…………………

  三、酸碱电子理论 (28)…………………

 第三节 水的电离和溶液的pH
(28)……………………………

  一、水的电离 (28)………………………

  二、溶液的pH (29)……………………

 第四节 离子反应和盐类的水解

(31)……………………………

  一、离子反应 (31)………………………

  二、盐类的水解 (32)……………………

 第五节 难溶电解质的沉淀溶解平衡

(34)……………………………

  一、沉淀溶解平衡和溶度积 (34)………

  二、沉淀的生成和溶解 (35)……………

第4章 缓冲溶液 (38)……………………

 第一节 基本概念 (38)…………………

  一、缓冲作用和缓冲溶液 (38)…………

  二、缓冲溶液的组成 (38)………………

  三、缓冲作用的原理 (39)………………

 第二节 缓冲溶液pH的计算 (41)……

  一、弱酸及其强碱盐组成的缓冲

溶液pH的计算 (41)………………

  二、弱碱及其强酸盐组成的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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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pH的计算 (41)………………

 第三节 缓冲溶液的配制 (43)…………

  一、缓冲容量和缓冲范围 (43)…………

  二、缓冲溶液的配制方法 (44)…………

 第四节 缓冲溶液在医学上的意义

(45)……………………………

第5章 氧化还原反应与电极电位

(46)………………………………

 第一节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46)……………………………

  一、氧化值 (46)…………………………

  二、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

(47)…………………………………

 第二节 原电池与电极电位 (49)………

  一、原电池 (49)…………………………

  二、电极电位 (51)………………………

 第三节 影响电极电位的因素 (54)……

  一、能斯特方程式 (54)…………………

  二、影响电极电位的因素及有关计算

(55)…………………………………

 第四节 电极电位和电池电动势的

应用 (56)………………………

  一、判断氧化剂、还原剂的相对强弱

(56)…………………………………

  二、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

(56)…………………………………

 第五节 电位法测定溶液的pH
(58)……………………………

第6章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60)……

 第一节 氢原子的玻尔模型 (60)………

  一、氢原子光谱 (60)……………………

  二、玻尔理论 (61)………………………

 第二节 氢原子的量子力学模型

(61)……………………………

  一、电子的波粒二象性与不确定原理

(61)…………………………………

  二、波函数与量子数 (62)………………

  三、波函数的图形表示 (64)……………

 第三节 多电子原子的原子结构

(66)……………………………

  一、多电子原子轨道能级 (66)…………

  二、原子的核外电子排布 (67)…………

 第四节 原子的电子组态与元素周

期表 (68)………………………

  一、原子的电子组态与元素周期表

(69)…………………………………

  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70)…………………………………

第7章 分子结构 (75)……………………

 第一节 离子键 (75)……………………

  一、离子键的形成 (75)…………………

  二、离子键的特征 (75)…………………

 第二节 共价键理论 (76)………………

  一、现代价键理论 (76)…………………

  二、共价键参数与键的极性 (83)………

 第三节 分子间作用力 (84)……………

  一、分子的极性与分子极化 (84)………

  二、范德华力 (85)………………………

  三、氢键 (86)……………………………

第8章 配位化合物 (89)…………………

 第一节 配合物的基本概念 (89)………

  一、配合物的概念 (89)…………………

  二、配合物的组成 (89)…………………

  三、配合物的命名 (91)…………………

 第二节 配合物的价键理论 (92)………

  一、配合物的价键理论要点 (92)………

  二、配合物的空间构型与磁性 (92)……

 第三节 配位平衡 (93)…………………

  一、配离子的标准稳定常数 (93)………

  二、配位平衡的移动 (94)………………

 第四节 配合物的应用 (95)……………

  一、解释配合物的颜色 (95)……………

  二、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96)…………

  三、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96)…………

 第五节 螯合物 (96)……………………

  一、螯合物的概念 (96)…………………

  二、螯合物的形成条件 (97)……………

  三、医学上常用的螯合剂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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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化学元素和人体健康 (99)………

 第一节 人体的化学成分与环境

(99)……………………………

  一、元素地球化学与人体中的化学

元素 (99)……………………………

  二、人体中的主要化合物 (100)………

 第二节 人体中化学元素的分类

(100)……………………………

  一、按照元素在人体中的作用和

含量分类 (100)……………………

  二、按照元素在人体中的作用分类

(100)………………………………

 第三节 人体必需常量元素与健康

(101)……………………………

  一、碳、氢、氧、氮 (101)…………………

  二、钙 (101)……………………………

  三、磷 (101)……………………………

  四、镁 (102)……………………………

  五、钠、钾、氯 (102)……………………

 第四节 必需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

(103)……………………………

  一、铁 (103)……………………………

  二、铜 (103)……………………………

  三、锌 (104)……………………………

  四、碘 (104)……………………………

  五、硒 (104)……………………………

  六、锰 (105)……………………………

 第五节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105)……

  一、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判定

(105)………………………………

  二、影响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流行

的因素 (106)………………………

  三、硒与克山病和大骨节病 (106)……

  四、地方性氟病 (107)…………………

第二篇 有机化学

第10章 烃和卤代烃 (111)………………

 第一节 烷烃 (111)………………………

  一、烷烃的结构及同系列 (111)………

  二、烷烃的同分异构现象及命名

(112)………………………………

  三、烷烃的性质 (114)…………………

  四、烷烃构象 (115)……………………

 第二节 不饱和链烃 (116)………………

  一、烯烃 (116)…………………………

  二、炔烃和二烯烃 (119)………………

 第三节 环烃 (122)………………………

  一、脂环烃 (122)………………………

  二、芳香烃 (123)………………………

 第四节 卤代烃 (128)……………………

  一、卤代烃分类、结构和命名 (128)……

  二、卤代烃的性质 (128)………………

  三、重要的卤代烃 (130)………………

第11章 醇、酚、醚 (133)…………………

 第一节 醇 (133)…………………………

  一、醇的分类、结构和命名 (133)………

  二、醇的性质 (134)……………………

  三、重要的醇 (136)……………………

 第二节 酚 (137)…………………………

  一、酚的分类、结构和命名 (137)………

  二、酚的性质 (138)……………………

  三、重要的酚 (139)……………………

 第三节 醚 (140)…………………………

  一、醚的分类、结构和命名 (140)………

  二、醚的性质 (140)……………………

  三、重要的醚 (141)……………………

第12章 醛和酮 (143)……………………

 第一节 醛和酮的结构和命名 (143)……

  一、醛和酮的结构 (143)………………

  二、醛和酮的命名 (144)………………

 第二节 醛和酮的性质 (145)……………

  一、醛和酮的性质 (145)………………

  二、重要的醛和酮 (150)………………

第13章 羧酸、取代羧酸和羧酸衍生物

(153)……………………………

 第一节 羧酸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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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羧酸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153)……

  二、羧酸的性质 (154)…………………

  三、重要的羧酸 (157)…………………

 第二节 取代羧酸 (157)…………………

  一、羟基酸 (157)………………………

  二、酮酸 (159)…………………………

 第三节 羧酸衍生物 (160)………………

  一、羧酸衍生物的分类和命名 (160)…

  二、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161)…………

  三、重要的羧酸衍生物 (163)…………

第14章 对映异构 (165)…………………

 第一节 物质的旋光性 (165)……………

  一、偏振光和旋光性 (165)……………

  二、旋光度与比旋光度 (166)…………

 第二节 对映异构 (167)…………………

  一、手性分子 (167)……………………

  二、分子结构与旋光性的关系 (168)…

  三、对映体的表示法 (169)……………

  四、旋光性物质在医学上的意义

 (172)………………………………

第15章 脂类 (174)………………………

 第一节 油脂 (174)………………………

  一、油脂的组成和结构 (174)…………

  二、油脂的性质 (175)…………………

  三、油脂的生理意义 (176)……………

 第二节 类脂 (177)………………………

  一、磷脂 (177)…………………………

  二、固醇 (178)…………………………

第16章 含氮有机化合物 (181)…………

 第一节 胺 (181)…………………………

  一、胺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181)………

  二、胺的性质 (183)……………………

  三、季铵盐和季铵碱 (187)……………

  四、重氮和偶氮化合物 (188)…………

 第二节 酰胺 (190)………………………

  一、酰胺的结构和命名 (190)…………

  二、酰胺的性质 (191)…………………

  三、脲 (191)……………………………

第17章 杂环化合物和生物碱 (194)……

 第一节 杂环化合物 (194)………………

  一、杂环化合物和杂原子 (194)………

  二、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194)…

  三、重要的杂环化合物 (196)…………

 第二节 生物碱 (199)……………………

  一、生物碱的一般性质 (200)…………

  二、常见的生物碱 (200)………………

第18章 糖类 (203)………………………

 第一节 单糖 (203)………………………

  一、单糖的结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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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溶液组成的表示方法

一种或几种物质以分子或离子状态均匀分散在另一种物质中所形成的均匀、稳定、澄清的

体系称为溶液。溶液由溶质和溶剂组成,其中被溶解的物质称为溶质,溶解溶质的物质称为溶

剂。水是最常用的溶剂之一,一般不特别指明溶液的溶剂时,溶剂指的就是水。如氯化钠溶

液、碳酸氢钠溶液中的溶剂都是水。此外,乙醇、汽油、四氯化碳等也可作为溶剂,一般用来溶

解有机化合物。

一、溶液组成标度的表示方法

溶液中溶质与溶剂的定量关系可用溶液的浓度来表示。溶液的浓度,是指在一定温度下

溶液中溶质的量与溶剂(或溶液)的量的比。溶质的量可以用质量、体积或物质的量表示,溶液

或溶剂的量可以用体积也可以用质量表示。医学上常用溶液的浓度主要有下列几种:
(一)物质的量浓度

物质的量浓度简称浓度。定义为:溶质B的物质的量nB(mol)与溶液的体积V(L)之比,

用符号cB表示。定义式为:

cB =nB

V
(1-1)

  式中cB表示物质的量浓度,SI单位制中的单位为 mol/m3,医学上常用 mol/L、mmol/L;

nB表示溶质的物质的量(mol);V 表示溶液的体积(L)。
在书写物质的量浓度时,溶质B可以下角标或括号的形式加以注明。如:氯化钠溶液的

物质的量浓度可表示为cNaCl或c(NaCl)。世界卫生组织(WHO)提议,凡是已知相对分子质量

的物质,其溶液可以用物质的量浓度cB表示。

例题1:配制0.1mol/LNa2CO3溶液500ml,需要称取Na2CO3多少克?

解:根据题意,c(Na2CO3)=0.1mol/L,V=500ml=0.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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