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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科大学职业教育系列教材出版了。编者们的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喜悦心

情是读者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套教材的出版，也是我校出版史上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非常乐意为本套教材写序，也借此向所有参与教材编写的教师，表示我最大的

敬意。对于一直在关注、思考医学院校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培育人才、服务社会

功能的高校教育工作者来说，这套教材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

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昌盛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知识蒙

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学术研究是大学的天职，是高校生存发展的命运之所系。教

材编著作为大学学术昌盛、繁荣的标志，要求编者在跳出具体内容综观整个课程系统

的设置与建设基础上，融汇最前沿的科研、学术信息并以深入浅出的文字贯通于编著

的全过程。可以说，教材的编著是编者学识与智慧的厚积薄发，对编者教书育人质量、

科研学术水平的夯实与提高起着重要的积淀作用。一所大学出版过或正在出版的好教

材，学术科研与教育教学质量、特色即可窥见一二。

学校建校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为地区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一些

工作，但在教材建设方面力量比较分散、薄弱，主要是参与编写了一些教材，却跟不上

我区医疗卫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步伐，不能让学习者感受到充分的满足，也不能体

现学校的教育特色与学术水平。

鲁迅先生提倡首先“拿来”，然后加以辨别、去粗取精的“拿来主义”，这套自编教材

序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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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就像蜜蜂采蜜，先采集来百样的花粉，再酿就自己的香蜜，健

壮自己的肌体。教材的作者，全部是我校高职学院的教师，他们有丰富的中职、高职教

学、研究及相关经历，既海纳百川，从善如流，对此前各版教材的特点，有着较为深切

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又对宁夏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医疗卫生队伍所呈现

的特性具有精准的体会和把握，编写的教材坚持了贴近区情、贴近岗位、贴近学生，以

能力为本位，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标准，深入浅出，富于独创

性与适用性。所以，由他们充任编者的这套教材，我想是有较高的质量保证的。

本套教材的出版，之所以如此令人振奋，还因为这是期待已久的、我校第一线教

师们精心的付出，是他们对学校适应地区经济社会需要、更好地发挥多层次办学优

势，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的医疗卫生人才，切切实实推动地区医疗卫生水平、质量提

高，尤其是对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服务性、实践性的思考与追求的独立表达。当我发现

在关于卫生职业的教育理念上，我与本套教材的编者有相通之处，自有一种志同道合

的欣喜感；而当我进一步发现，编者们的思考有许多属于他们各自的独立创造与开

拓，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与欣慰。而且我知道，像这样的已经或准备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在努力探索实践更有针对性更优质的本专科医学教育、科研的教师，其数量绝对不

少。我赞成有些学者所坚持的“送去主义”，即把自己教育教学、学术研究中所生产出

的优秀成果主动向外传播，以利于其他同类院校及社会各界了解学校、了解学校的教

育理念及学术特色。我们编写自己的教材，应该是送去我们自己的精品，促进相关的

交流与发展。这正是这套教材的独特价值所在：春天的第一枝新绿已然泛出，学校乃

至宁夏地区高等医学教育花园的烂漫时节必不远了。

我校对医疗卫生教育界、学术界的奉献绝不会止于这部作品，更加辉煌的未来是

可以预期的。我为本套教材的出版鼓掌，更为学校的未来祝福。

200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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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cri Mendeleev 1834~1907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

第一章 绪论

学习目标

1. 医用化学研究的对象，化学的发展历程
2. 化学和医学的关系，学习化学的方法

一、化学研究的对象

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物质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说，化学是研究物

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和变化过程中能量关系的科学。它是通过实验观

察来认识物质的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揭示物质结构和性质的关系，同时总结

规律，并将这些规律应用于社会实践，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已达到人类认识自然、利

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目的。化学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属

于重点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

二、化学的发展过程

化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十七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末为近代化学时期。

这一时期，元素学说和原子-分子论、酸碱电离理论等
理论的相继提出，为物质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特

别是元素周期律被发现之后，人类对物质结构与性质

的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物质结

构和元素周期律为基础，形成了近代无机化学理论体

系。同时，碳原子的四面体结构、苯的六元环结构被认

定，价键理论建立并完善。随着草酸、尿素等一大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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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合物合成成功，对有机化合物组成、结构、性质及变化规律的研究更加深入，有

机化学学科被确立。相对原子质量的测定和对化学物质定量分析的需求，促进了分

析化学的发展。借助于近代物理学的成就，以研究化学反应机制，反应中的能量变

化，反应速率理论，物质性质与微观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物理化学也快速发展起来。至

此，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四大基础学科相继建立。经历了千百

年的实验、探索，化学实现了从实验到理论的重大历史性飞跃，真正被确立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

1869年门捷列夫在继承和分析了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大量实验事实进行了订
正、分析和概括，成功地对元素进行了科学分类。他总结出一条规律：元素（以及由它

所形成的单质和化合物）的性质随着相对原子质量的递增而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这

就是元素周期。他还预言了一些未知元素的性质都得到了证实。但是由于时代的局

限，门捷列夫揭示的元素内在联系的规律还是初步的，他未能认识到形成元素性质

周期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二十世纪，化学进入现代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化学研究方法、实验技术、理论

及应用方面都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在物质的组成结构、反应合成和测试等研究

领域，科学成果大量涌现，电子技术、x-射线的应用、量子理论的引入为结构化学提
供了新的分析手段和理论指导。人造水晶、金刚石及高级半导、超导材料的合成，为

各种超纯物质、新型材料及特殊化合物的合成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胰岛素、活性

蛋白质、血红素和核酸的合成，标志着有机化学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随着科学

技术的快速发展，四大基础学科已经容纳不下新物质的变化和发展，从而衍生出许

多新的化学分支学科，如生物化学、药物化学、医用化学、材料化学、计算机化学等分

支学科达100多种，且有越分越细的趋势。化学学科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发展关系越
来越密切。进入二十一世纪，化学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并创造更

多更新的重大成果。

三、化学与医学的关系

医学的发展与化学学科的发展相互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人们对医学技术、药物

疗效的期望，激励科学家不断用化学原理和手段对新疗法、新药品进行探索，不断创

新。现代医学依赖化学、物理等学科的成果，从医学分科、临床护理、医学检验、医疗

诊断、临床治疗等医学实践系统到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大

量临床用药是用化学手段制取或提纯的。1800年英国化学家发现了一氧化二氮的麻
醉作用。后来乙醚的麻醉效果也被发现，使无痛外科手术成为现实。在此基础上，普

鲁卡因等结构复杂、具有特殊麻醉功能的一些新药被合成。进入二十世纪，德国医生

002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通过一种磺胺染料对细菌性败血症进行治疗。以此为开端，科学家经过多年努力制

备了多种类型的磺胺类药物，从而开辟了医药学的抗生素新领域。通过对多种糖苷

化学结构和药理特性的研究，从植物体中提取制成大量新药。阿司匹林的合成、各种

疫苗的发现并应用于临床，使现代医学医疗技术手段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先进。化学

是药理学、临床医学、护理学的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已经开始步入生物时代，

以化学、生物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克隆”技术，是化学与生物学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世纪之交，各国共同合作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了对人类基因组30亿碱基对的测序，
创造了一项奇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基因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必将为医药学和生命

科学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到那时，我们对于治疗疑难之症，保持健康已不再是理想

和奢望。

总之，现代化学与现代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医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的生理、心

理和病理现象发生的规律，寻求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有效方法，以保证人类健康。

医学理论、医学技术手段的提高与发展，需要化学理论的支持。

四、医用化学基础知识的内容与学习方法

医学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治疗疾病、维护健康服务的。而这种服务，必须以科学的

医学理论，精湛的医疗技术、正确的医疗和护理方法为前提。护理医学是临床医学高度

发展的产物，是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医学资源合理配置、合理分工的结果。走进

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合格的白衣天使，终身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为患者解除病痛，是一

项无上光荣伟大的事业，南丁格尔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根据护理专业课程设置及专业课程理论教学范围，本着加强基础，服务专业的原

则，依据中职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医用化学基础》包括无机化学知识、有机化学知

识和化学实验三个部分。

医用化学基础的学习方法;首先应该热爱所学专业。要明确学习目标，合理处理好
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增强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我爱学”，增

加学习动力，防止出现学习被动局面。

做好预习，认真听讲。听课中要紧跟教师思路，积极思考，产生共鸣。注意弄懂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从老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中受到启发，学会

学习方法。

处理好理解与记忆的关系。要学会运用归纳、分析、对比、迁移等学习方法，掌握概

念、原理、公式的内涵、联系、区别、应用条件及使用范围，在理解基础上记忆，努力做到

熟练掌握，灵活运用，融会贯通。

实验课是理解掌握课程内容，学习科学实验方法，培养操作技能的重要环节。实验

第一章 绪论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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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做好实验预习，做到实验目的、原理明确，步骤、操作清楚，心中有数。实验完毕，

根据实验记录，认真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现象和问题，得出正确结论，写好实验报

告。通过实验，培养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提高综合素质。

把握课程理论体系，通过练习能够培养独立思考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自

主学习习惯，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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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律

学习目标

1. 掌握元素周期律的实质及元素周期表（长式）的结构（同期族）
2. 理解共价键、配位键、离子键的形成过程
3. 认识医学中常用的氧化剂和还原剂

卤素化学性质有规律的递变，说明物质的性质与其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构成物

质的微粒有分子、原子和离子等，只有进一步学习这些微粒的组成和性质，以及反映元

素内在联系的元素周期律，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物质世界内部的规律。

第一节 原子的结构

一、原子的组成和同位素

（一）原子的组成

原子由带正电荷的原子核和带负电荷的电子构成。原子核所带的正电量和核外电

子所带的负电量相等，整个原子是电中性的。

原子核位于原子的中心，占有很小的体积*。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构成。每个质子

带1个单位的正电荷，中子不带电，因此，核电荷数由质子数决定。按核电荷数由小到大
的顺序给元素编号，所得的序号称为该元素的原子序数。显然，原子序数在数值上等于

这种原子的核电荷数。

在原子中存在以下关系：

原子序数=核电荷数=核内质子数=核外电子数
*原子核的半径是原子的万分之一，它的体积只占原子体积的几千亿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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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8号元素是氧，氧原子的核电荷数为8，原子核内有8个质子，核外有8个
电子。

因为质子和中子的质量都很小，所以通常用它们的相对质量。质子和中子的相对

质量都取近似整数值为1。由于电子的质量更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原子的质量主要
集中在原子核上。可以认为，原子的质量就是质子和中子的质量总和。将原子核内所有

质子和中子的相对质量取近似整数值相加，所得的数值称为原子的质量数，用符号A
表示，中子数用符号N表示，质子数用符号Z表示。

质量数A=质子数Z垣中子数N
若以代表质量数为A，核电荷数为Z的某原子，则构成原子的微粒之间的关系表示

如下：质子数

原子
A

Z X
原子核

质子数

中子数N=A-Z
嗓  

核外电子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例如，
37

17 Cl表示氯原子的质量数为37，质子数为17，中子数为20，核外电子数为17，
氯是第17号元素。
原子失去电子成为阳离子，原子得到电子成为阴离子。因此，同种元素的原子和离

子间的区别是核外电子数不同。

例如，
23

11 Na+表示钠离子的质量数为23，质子数为11，中子数为12，核外电子数为
10，钠是第11号元素。

19

9 F-表示氟离子的质量数为19，质子数为9，中子数为10，核外电子数为10，氟是第9
号元素。

（二）同位素

元素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即质子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也就是说，同种元素

原子的质子数相同。若在同种元素原子的原子核里含有不同数目的中子时，就形成同

种元素的多种原子。例如，氢元素有三种不同的原子，氕（
1
1 H）、氘（2

1 H）、氚（3
1 H）*，它们

原子核内都只有1个质子，但中子数不同，分别为0、1、2，是质量不同的三种氢原子。这
种质子数相同，中子数不同的同种元素的不同原子互称为同位素。

大多数元素都有同位素。上述
1
1 H、2

1 H、3
1 H是氢元素的三种同位素；碳元素有12

6 C、
13
6 C、14

6 C等同位素，其中就是我们把它质量的 112作为相对原子质量标准的碳原子，通

*氕音 责蚤佶、氘音凿佟燥、氚音糟澡怎佟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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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称为碳-12；碘元素有127
53 I、131

53 I等同位素；钴元素有59
27 Co、60

27 Co等同位素。同一元素的
各种同位素原子，它们的核电荷数（质子数）相等，核外电子数相等，而中子数不等，

质量数不等，它们物理性质上有差异，而化学性质几乎完全相同。

同位素又可分为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同位素两类。放射性同位素能自发地放出不

可见射线（如琢、茁、酌射线），这种性质称为放射性。放射性同位素又可分为天然放射性
同位素和人造放射性同位素。

同位素

稳定同位素

放射性同位素
天然放射性同位素

人造放射性同位素
嗓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放射性同位素的原子放出的射线，可以用适当的仪器探测，测定出它们的踪迹。因

此，放射性同位素在科学研究和医学上被广泛应用。例如，测定
14
6 C的含量能推算文物

或化石的“年龄”；根据
131
53 I被甲状腺吸收的量来确定甲状腺的功能；利用32

15 P来鉴别乳
腺的良性或恶性肿瘤等。此外，在医学上利用放射性对组织细胞的破坏作用来治疗疾

病。例如
60
27 Co放出的射线能深入组织，对癌细胞有破坏作用。近年来，放射性同位素的

应用得到迅速发展，如放射性同位素扫描，已成为诊断脑、肝、肾、肺等病变的一种安全

简便的方法。

二、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

（一）核外电子的分层排布

电子是质量很小、带1个单位负电荷的微粒，它在原子微小的空间（直径约10-10m）
内绕原子核高速运动，其运动状态是很复杂的。科学研究证明，在含多个电子的原子

里，电子的能量并不相同，能量低的电子通常在离核近的区域运动，能量高的通常在离

核远的区域运动。为了区分在不同区域内运动的电子，常形象地用电子分层运动来表

示它们离核的远近。

能量最低、离核最近的称为第1电子层；离核稍远、能量稍高的称为第2电子层。由
里向外以此类推，称为第3、4、5、6、7电子层。也可依次称为K、L、M、N、O、P、Q层。这样，
就可以看作是电子在能量不同的电子层上绕核作高速运动。

核外电子的分层运动，又称为核外电子的分层排布。第1耀20号元素原子的核外电
子排布情况见表2-1。
（二）核外电子排布的规律

从表2-1可以看出，原子核外电子分层排布有一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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