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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化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研究物质

的组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质转化的规

律和调控手段的一门科学。今天，化学已成为材料科

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的重要基础，成为

推进现代社会文明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并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如能源危机、环境危机

和粮食危机等，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化学课程倡

导从学生素质的培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发挥学

科自身的优势，将科学探究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

去学习，使获得化学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成为理解化

学、进行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

值观的过程。

化学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化学人



才的重要手段。为全面提高化学教育的质量，为了更

好的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的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

一系列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特推出本套丛书。其中

涉及了中学化学教育、新世纪化学动向、化学常识等

多个方向，能够帮助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形成良好

的教学体系，引导学生对化学这一学科有一个更全面

的了解。

本套丛书集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是学生在学

习化学知识及教师在进行引导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化学

方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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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化学与服装

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穿衣戴帽可是我们每个人生

活中的大事。服装发展到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为了遮体

避寒，种类纷繁多样，款式新颖多姿，功能也各有特色。在

科学的打扮下，人们的衣服就更加绚丽多姿了。衣里乾坤，

真是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奥妙。

第一节　天然衣服

鸟有羽毛，兽有皮毛。人不是鸟兽，怎么抵挡冬天的风

寒，夏日的暴晒呢？人是有头脑的，于是开始寻找天然的衣

裳。最初的衣服是树叶或整张的兽皮。等到学会了纺纱织

布，才出现了麻布。后来又知道种桑养蚕，利用蚕丝去织造

绸缎。今天我们常穿的棉布，出现的年代反而比麻布和绸

缎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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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麻丝毛，这些天然物质均来自动植物，它们的主要成

分纤维素，元素碳是其中的骨干，它与其他元素原子结合成

一个个小单元，这些小单元又手拉手连接成串，好像铁环一

个套一个形成的长长的链条。小单元的数目往往达好几

百，而分子量高达好几万，被称为高分子化合物。我们后面

要说的淀粉、蛋白质及日用品中的橡胶、塑料等，许多物质

也都是高分子化合物。

为什么偏偏选中纤维做衣服呢？原来纤维分子能够收

缩弯曲，它卷曲缠绕，左钩右连，形成许多缝隙洞穴，包藏着

许多流动困难的空气。将它纺成线织成衣，其中含的不流

动空气更多，更加膨松。由于空气的导热系数很低，使热量

不容易穿过纤维层，从而达到保暖防晒的目的。

在各种纤维中，羊毛受到特别的青睐。羊毛衫特别保

暖舒适，成为春秋冬三季最受喜爱的服装。与其他纤维不

同，羊毛纤维有独特的鳞片结构，大大提高了包含空气的能

力，同时还增加了纤维的弹性，防止在穿用中体积逐渐压缩

变小，所以具有独特的保暖性能。

棉麻丝毛，外貌很相似，怎么区别它们呢？这还要着眼

于它们的化学组成。棉、麻是植物纤维，和木材里的木质纤

维素相似，它的基本链节是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葡萄

糖，燃烧以后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汽，所以点燃后像柴草一

样，没什么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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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毛就不同了，它们来自动物，和指甲、肌肉中的蛋白

质差不多，由氨基酸小链节组成，除了碳、氢、氧，还含有硫

和氮，丝、毛放在火焰中，迅速卷曲起来，“吱吱”作响，还发

出一股刺鼻的臭味，这是因为硫燃烧后生成了二氧化硫这

一臭味气体。

棉麻织品容易被酸腐蚀，就是由于酸能破坏植物纤维

素。有时还利用这一点来制葡萄糖呢。将锯木、刨花这些

废弃物和盐酸一块煮，一个个葡萄糖链节就被盐酸“折”断，

变成了葡萄糖。

棉麻遇到碱就不这么容易服输了。植物纤维和弱碱作

用，会生成一层丝光物质，大大增强纤维的着色能力，同时

使织物更光滑，柔软又耐折。丝光毛中，丝光床单的生产过

程中就有碱处理这一步，但是若遇到苛性钠这一类强碱，棉

麻织品也只有束手待毙了。

丝毛对酸的耐受力比较强。化工厂里接触腐蚀性酸溶

液或蒸汽的工人的工作服往往是毛料，这不是摆阔气，而是

工作的需要。相反，羊毛织成的衣服，对稀碱的抵抗力较

弱，经不起稀碱的腐蚀。因为羊毛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易

溶于碱。

把羊毛放在不算太浓的碱溶液中煮上几分钟，羊毛就

会溶解得一点不剩。怪不得我们说不要用洗衣皂来洗毛线

衣和毛织品，因为洗衣皂的碱性还太大，最好采用中性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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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洗涤剂。而对于棉织物在弱碱性溶液中的洗涤效果比中

性更好，可采用弱碱性的合成洗涤剂或肥皂。

毛料挺括，弹性好，不容易起皱。这是由于组成毛纤维

的这条链条的有些氨基酸链节有两个硫原子搭起的“桥”，

这些桥像小弹簧一样，你按它一下，它很快弹回来，恢复原

状。而在熨烫衣服时，纤维受热变形，毛纤维高分子上的

“小弹簧”拉伸开来，只好听任人们摆布。理发吹风，和熨烫

衣服一个道理。化学烫发，首先用化学药剂“切”断毛发纤

维上的“小弹簧”，卷曲成一定形状后，又换用一种化学药剂

将这些“小弹簧”就近重新联接起来，使之恢复弹性。而我

们常说的“自来卷”，是因为有些人天生头发纤维的硫原子

少，为相隔较远的氨基酸链节搭“桥”，致使整个“链条”弯弯

曲曲。

第二节　合成纤维

虽然大自然馈赠给我们棉麻丝毛做衣裳，可人们并不

满足于此。

３００多年前，英国有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对“八卦飞将

军”蜘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从早到晚，目不转睛地

观察蜘蛛。他看见飞将军忙忙碌碌，吐丝织网。刚从蛛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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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出的细丝是粘液，经风一吹，就变成了很结实的蛛丝。

惊叹的同时，他不禁想：能发明一部机器，“吃”进化学药品，

吐出晶莹的丝来纺线织布，该有多好。

于是，他一头扎进实验室，摆弄起瓶瓶罐罐，做开了试

验。终于他用硝酸处理棉花得到硝酸纤维素，把它溶解在

酒精里，制成黏稠的液体，通过玻璃细管，在空气中让酒精

挥发干以后，便成了细丝，这是世界上第一根人造纤维。但

这种纤维易燃烧，质量差，成本高，没法用来纺纱织布。

受到他的启示，后来人们用一些不能直接纺纱的“纤维

素”材料，像木材，棉籽短绒等作为原料，经化学加工处理生

成出人造纤维。如将木材里的木质纤维素溶解在烧碱和二

硫化碳里，做成黏液，再在水面下喷丝，拉出千丝万缕。这

就是大名鼎鼎的“人造丝（又叫粘胶纤维）”。它的长纤维可

织成人造丝印花绸、人造丝袜。短纤维造出“人造棉花”。

它们穿着舒适，透气良好，易吸水，可染上漂亮的颜色，且价

格低廉。

这些纤维实质上都是天然纤维经过溶解后“再生的”，

因此，人造纤维有时也称为“再生”纤维，他们在潮湿时很不

结实，洗涤后易变形，缩水严重，再说，天然纤维的资源毕竟

有限。

于是，人们把眼光从天然纤维身上转移到矿物上。石

头、煤、石油、天然气能不能变成纤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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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前，德国出现了用煤、盐、水和空气做原料制成的

聚氯乙烯纤维（氯纶）。它的化学成分和最普通的塑料一个

样。这是最早的合成纤维。用氯纶织成的棉毛衫裤、毛线

衣裤，既保暖又容易摩擦后带静电，穿着它，对治疗关节炎

还有好处呢。

比氯纶晚几年出世的尼龙（锦纶），比蛛丝还细，但非常

结实，晶莹透明，一下子以它巨大的魅力使人们着了魔。用

尼龙丝织成的袜子结实耐磨，一双顶四五双普通的棉线袜

穿用。

曾经很流行的“的确良”（涤纶），挺括不皱，免烫，是产

量最大的一种合成纤维。腈纶，俗称“合成羊毛”，蓬松耐

晒，用它做的毛线、毛毯、针织衣裤，我们都很熟悉。

价廉耐用的维尼龙（维纶），织成维棉布，做床单或内

衣，吸水、透气性跟棉织品差不多。维纶棉絮酷似棉花，人

称“合成棉花”。除了涤纶、锦纶、腈纶、维纶四大合成纤维

外，由丙烯聚合而成的丙纶一跃而起，成为合成纤维的

新秀。

丙纶是比重最轻的合成纤维，入水不沉。飞机上的毛

毯、宇航员的衣服用它制作，可以减轻升空的负担。如今，

化学纤维的年产量已经和天然纤维平起平坐了，而它在国

民经济和国防事业上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了天然纤维。不

过，今天规模巨大的“机器蚕”在日夜运转，还多亏了蚕儿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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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蜘蛛织网给人们的启示呢！

这些合成纤维与人造纤维一起称之为“化学纤维”。市

场上有许多化学纤维与天然纤维混纺的织物，如棉绦纶、毛

绦纶，有锦纶同黏胶条块结合混纺的黏锦凡立丁和华达尼；

还有腈纶同黏胶纤维混纺的花呢和凡立丁等等，真是五花

八门。为什么生产这么多混纺品种呢？

这是因为各种纤维，不论是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和合成

纤维，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天然纤维穿着舒适，吸湿性

好，易上色，但不够耐磨，且除棉花外，产量都不高。人造纤

维穿着舒适，吸湿性好，易上色，但不经洗不耐穿。合成纤

维强力高，耐磨好，但不易染色，价格较高，且吸湿性差，透

气性不好。

我们穿的衣服，总希望既舒适美观，又耐穿，且价格合

理。把各种纤维，尤其是合成纤维同天然纤维或人造纤维

按一定比例进行混纺，可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让人们满意。

现在市场上合成纤维混纺的织物很多，但这些织物往

往容易起毛起球，还易吸尘，使人们望而却步。这是怎么回

事呢？

原来，合成纤维往往表面光滑，呈圆柱形，具有一定的

弹性。它们彼此之间的抱合力较差，同棉或黏胶纤维之间

的抱合力也不是很好。这样的混纺织物穿上身后，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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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摩擦的影响，合成纤维就容易滑动，使纤维的顶端钻出布

面，这就形成了布面的起毛现象。

起毛以后，又因经常摩擦，使合成纤维顶端形成一个个

细小绒球，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起球现象。目前一般采用树

脂整理和热定型处理等方法，使纤维固着不易滑动，织物表

面就不易平滑了。

合成纤维织物吸尘是因为它是不良导体，经摩擦易起

静电，而空气中的尘埃也是不良导体，当他们碰到具有静电

的织物时，就被吸附在上面，尤其是衣服起毛的地方。混纺

后，这种情况将大大改善。

第三节　身披彩霞

棉花、苎麻、蚕丝、羊毛，本来是白色的或者浅黄色的，

我们的衣服那绚丽的、彩虹般的颜色是从哪里来的呢？这

一切要归功于染料。

染料是各种各样的有色物质，绝大多数是有机化合物。

大部分染料都能溶于水，即使不溶于水，经过一定的化学处

理，如酸化还原后，也会溶于水，被纤维紧紧抓住，纤维便染

上了颜色。染料的染色能力很强，一点点染料就可叫整匹

布披上美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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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染衣服了。春秋战国

时，人们就用紫草染衣服。由于紫草很稀少，因此用紫草染

成的衣料便身价百倍。在那时的齐国，帝王将相们为了炫

耀自己的富贵，纷纷用紫绸子做衣服。所谓“满朝朱紫贵”

便是这么来的。

大自然太吝啬了，古代腓尼基人为了取得一点紫色染

料，不得不潜入地中海的深水底下去采集海螺，每８０００个

海螺中，只能得到１公斤紫色染料。因为来之不易，只供王

公贵族享用，叫做“帝王紫”。还有一种仙人掌上长的胭脂

虫，从好几万只这种昆虫里才得到一两胭脂红染料。

天然染料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在化学家的

不懈努力下，各种合成染料竞相应运而生了。第一种合成

染料———品红１８８５年诞生，以后又相继合成了靛蓝等人工

染料。人工染料出现后，天然染料很快被淘汰了。如今，合

成染料的品种已达８０００多种。同时，研究染料成了一个崭

新的学科———“染料化学”。

丝毛的纤维是蛋白质高分子，它由成百上千的氨基酸

“手拉手”连接起来。氧基酸既有酸基，又有氧基。酸基显

酸性，氨基显碱性，所以它既可和碱性，又可与酸性染料分

子结合成盐。因此，丝、毛织品染色不难。

棉麻纤维却是中性的聚葡萄糖高分子。要染上色，就

需要一位“媒人”将染料和纤维“摄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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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染过红指甲吗？早些时候小女孩们常常摘几朵红色

的凤仙花，捏一点明矾末，糅合在一起，敷在指甲上，用布裹

上。第二天，指甲就染红了，洗都洗不掉。明矾使凤仙花这

种红色染料牢牢地挂在指甲的蛋白质高分子上。

明矾就是促进纤维与染料结合的“媒人”。染棉布时，

先用明矾浸湿，然后在热蒸汽房里通过。明矾的化学成分

是硫酸铝钾，它遇热迅速水解成黏黏糊糊的氢氧化铝胶体，

紧紧地粘附在棉纤维的表面上，当棉布浸到染缸里时，染料

很容易挂在氢氧化铝胶体上，布就染上颜色了。

除了直接染料、媒染料外，还有一种活性染料。它是染

料中发明较晚的一种，染出的颜色比较坚牢。原来，它的分

子上有活泼的反应基因，好像一把强劲有力的“化学钳”。

遇上纤维的某些基因就狠狠咬住不放，和纤维紧密结合成

一个整体，洗不掉，拆不散，是比较理想的染料。１９５８年，

我国制出了多种活性染料，赶上了国际水平，使染料工业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

各类染料的染色牢度是有差别的。用直接染料染色方

法简单，成本低，但染色牢度差，色泽也比较萎暗；媒染料染

色牢度好，色泽鲜艳，但染色方法复杂。活性染料，一般染

色牢度较好，色泽也较鲜艳，但不耐漂白粉漂白。总之，各

有优缺点。有的布易褪色，有的布不易褪色，正是因为选择

了不同牢度的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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