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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化学是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之一，正如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卢嘉锡

院士所说：“化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人类认识物质自然界、改造物

质自然界，并从物质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得到自由的一种极为重要

的武器。就人类的生活而言，农轻重，吃穿用，无不密切地依赖化学。

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化学更是引人瞩目的弄潮儿。”

化学与人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涉及的范围可以说是无所

不包，以致在人类的生活中化学无处不在。正所谓“人生无处不化

学”。有人说，“化学太危险，整天与易燃、易爆、有毒、致癌的危险品

打交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化学研究中的确会遇到一些危险品，

但这并不是化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化学的全部内容。再说，危险品

在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要避免受它的伤害，正需要掌握一定的化学

知识。

《化学就在你身旁》这本书，以社会热点问题为主线，讲述其中的

化学道理，让你了解发生在你身边的现象，更让你从知其然上升到知

其所以然，有的知识还能让你防患于未然。

全书共１０篇，讲述我们身边的化学知识，具体包括能源、粮食、

环境、安全、高分子材料、表面活性剂、五彩缤纷的世界、健康、食品安

全和诺贝尔等篇章。各篇仅选择一些与大家关系比较密切的内容。

本书不仅介绍知识，也十分注意让读者从知识的学习中感受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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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收获。这本书适合于刚学化学的中学生阅读，它也是希望了解

身边化学现象的读者的一本阅读材料。文中插入了“小品”、“知识链

接”、“思考题”、“小实验”等，这些都是相关内容的延伸、应用和插曲，

以激发读者的兴趣和求知欲望。文中也许会有一些同学们尚未学到

的名词或结构式出现，大家不必去深究，只是让你有个感性认识，当

你再学到这些知识时，就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会更容易接受。

虽然这是一本科普读物，但涉及的内容较广，本人的水平有限，

难免有不当之处，诚望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刘旦初

２０１１年７月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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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汽油

　　１．１．１　汽油从哪里来？

在人类生活中有一种液体燃料十分重要，那就是汽油，它是小汽

车、卡车和火车的主要燃料。汽油从哪里来？它是从蕴藏在地下的

石油中提炼出来的。图１．１．１和图１．１．２分别是石油开采装置和海

上钻井平台。

图１．１．１　石油开采装置 图１．１．２　海上钻井平台

石油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目前人类使用的能源中，来

自石油的液体燃料所占比重最大，如汽油、煤油、柴油以及重油。

石油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是烃类化合物的混合物。烃类化合物

由碳和氢构成，也称碳氢化合物。碳是一个四价的元素，可以理解为

它有４只手，每只手可以拉一个别的元素。如大家熟悉的甲烷就是

最简单的烃类化合物，四价的碳拉住了４个一价的氢：




Ｃ

Ｈ

Ｈ

 Ｈ　 Ｈ

（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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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原子也可以自己相互拉手形成碳链，如丁烷：

Ｈ　Ｃ




Ｈ

Ｈ





Ｃ

Ｈ

Ｈ





Ｃ

Ｈ

Ｈ





Ｃ

Ｈ

Ｈ

Ｈ

（丁烷）

由于碳的价键都已和别的元素连接而得到满足，这种结构也称

为饱和烃。如果碳链成一条直线型，可以称为直链烃或正构烷烃；如

果碳链不是一条直线，就称为支链烃或异构烷烃，如异丁烷：

ＣＨ

Ｈ

Ｃ





Ｃ

Ｈ

Ｃ

Ｈ 
Ｈ Ｈ

Ｃ

Ｃ

Ｈ

Ｃ

（异丁烷）

如果碳和碳之间有两只手，甚至３只手相连，那么和碳相连的氢

就会减少，这种化合物称为不饱和烃，其中含有碳碳双键的烃称为烯

烃，含有碳碳三键的烃称为炔烃，如乙烯：

Ｈ　Ｃ

Ｈ



Ｃ

Ｈ

Ｈ
（乙烯）

“烯”和“稀”谐音，表示氢少了些。

又如乙炔：

 帒帒 Ｈ　Ｃ　Ｃ　Ｈ
（乙炔）

“炔”和“缺”谐音，少了很多就是缺。

不同烃类化合物的命名是根据日内瓦命名法来确定的。例如，

１０个碳之内的烷烃，我国用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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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一个碳为甲烷，１０个碳为癸烷；１０个碳以上就直接用数字来表
达，如十一烷、二十烷等。

石油是从一个碳到四十几个碳链长的烃类化合物的庞大混合

物。它本身直接可以当作燃料使用，但是科学家们认为这种使用方
法不合理，也不科学。应该先将它们进行适当的分离，然后再分别使

用，这样就可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

石油各种成分的沸点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也随之升高（见

表１．１．１）。因此，我们可以用分馏的办法将它们分离或加以分割。

所谓分馏就是利用加热的方法将混合物中的各种成分蒸发为气体，

再利用各种物质的沸点不同而加以分开的方法。如图１．１．３所示为

常压分馏塔装置的示意图。

表１．１．１　碳原子数和烃类物质形态的关系

碳原子数 １～４　 ５～１５ ＞１５

物质形态 气态 液态 固态

实例 甲烷　乙烷 汽油　煤油 石蜡

图１．１．３　常压分馏塔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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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篇
能　源

　　在一个分馏塔中，石油被加热后送入塔的底部。那些本来在常
温常压下是气态而溶解在混合物中的组分立刻挥发跑向塔顶。塔底
不断加热，随着温度的升高，那些沸点低的组分也开始蒸发成蒸气向
上跑。由于塔的上部温度较低，蒸汽遇冷又凝聚成液态向下滴。此
时塔底上来的热蒸气又会将热量传递给这些液滴使其再蒸发变为气
态。只要塔底不断地加热，塔中就不断地进行着热交换。于是，沸点
低的物质跑向了塔的上部，沸点高的则留在下部，分馏塔从上到下形
成了一个沸点从低到高的梯度分布。这样，就可以在塔的不同高度
引出不同沸点范围的不同组分。由于此塔是在常压下操作，故称为
常压分馏塔。

从图１．１．３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从常压分馏塔中出来的产品大部分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液体燃料。

其次，分馏得到的各种产品仍然是混合物。因此，它们的沸点有
一个范围，称作“沸程”。

再有，产品之间的碳原子数或沸点范围是有交叉的。要让所有
的组分都交割干净，分馏的条件就十分苛刻。在化学实验室里，精密
分馏仪可以把混合物中的每一个组分提纯出来。而作为生活中使用
的液体燃料没有必要去分割得如此干净。汽油就是从石油分馏中得
到的一种混合物产品。

最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常压分馏塔中的温度已升高到３６５℃，

然而得到的产品的最高碳原子数只有１８。塔底还有好多东西呢！为
什么不把它们分馏出来呢？原来碳原子数增多，其沸点更高，再提高
加热温度的话，就会使其发生分解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怎么办呢？

为了让那些沸点高的组分既不发生分解，又要让它们变成蒸气，

就必须在沸点上寻找解决办法。众所周知，物质的沸点，不是由物质
本身唯一决定的参数，它还和外界的大气压有关。所谓沸点，即当温
度被加热到使某一液体的蒸气压达到与外界气压一样时，该温度即
为此液体在该条件下的沸点。由此可见，外界气压高，沸点就高；外
界气压低，沸点就低。这样就可以为在常压下不易蒸出的组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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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就在你身旁
　

一个特殊的密闭分馏塔，在这个塔内保持低气压，把在常压分馏塔中
尚未分离开出的“重油”送到这种减压分馏塔装置（见图１．１．４），同样
加热到３６５℃，可以使高沸点的组分变为蒸气。于是从减压分馏塔，

我们又可得到许多有用的产品（见表１．１．２）。

图１．１．４　减压分馏塔装置示意图

表１．１．２　减压分馏产品

产品 润滑油 凡士林 石蜡 沥青

碳原子数 １６～２０ 液固态烃混合物 ２０～３０　 ３０～４０

　　１．１．２　９３号汽油是什么意思？

前文所述汽油也是混合物。由于制备汽油的原油不同，各个分

馏塔分割的馏分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各地生产的汽油组分就有很大

的差异，反映在汽油的质量就会有所不同。汽油的质量应从汽油使

用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来决定。

汽油主要用于内燃机，内燃机的构造如图１．１．５所示。内燃机

在运转时要经过进气、压缩、点火和排气４个冲程（见图１．１．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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