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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们对新课程观的理解，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

基本条件。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

作，而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开发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成为当

务之急。

在执行新课程计划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学生应

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主动地

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为自身的学习、实践、探

索性活动服务。

为此，我们开发了《中学理科课程资源》丛书。这套

丛书共３６本，分为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方面。根据新

课标的改革方向，每个方面又分为教学、百科和新方位三

个方向，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而编写的精品丛书。

１



《中学理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说到底是为了学

生的发展而展开的，让每一位理科教师在进行理科课程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能更多地关注学生自身存在的一切

资源，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多种潜能，为学生以后能主动学

习、主动探索、主动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理科方

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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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化学这门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很多的曲折，终于在后

来与人类共同进步，为人类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人

类的发展离不开开拓和创新，这就需要一些先行者进行

不断的尝试。而化学最吸引我们目光的地方恰恰是有趣

的实验，实验是开拓和创新的开端。居里夫人研究出了

放射性的化学元素———镭，那也是不断实验的结果。也

许正是化学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开辟了一条通向成功的

光明大道吧！

化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不少人的重视。从古代

的司母戊鼎到现代人工合成的天然有机化合物，从古代

的四大发明到现代的尖端化学技术，从为了人类的生产

生活到为了人类揭开生命的奥秘，化学都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更是近代化学发展的里程

碑。可以这样说化学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相对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

消极的一方。化学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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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新的２１世纪，人类在充分享受

自己所建设的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人口的压力，资

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的世界性难

题。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以及如何保护好环境已

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意义所在。化学在承载人

类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

害，工业废水的排放，农药的滥用，在科技进步的同时，造

成了环境污染；这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现在

人类正受到了大自然无情地报复———环境问题空前严重

地出现在人类面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自然是如何的

使我们感到害怕的吧！也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怎样的去

处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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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的河流

１０多年前来上海旅游、购物的人在临走时可能会说

出这样一句话：“繁荣的上海，黑臭的苏州河”。作为城市

水体严重污染的代名词，长期以来黑臭的苏州河早已“名

声在外”，直接影响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整体形象和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苏州河的黑臭由来已久。

据资料记载，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苏州河市区段便开始出

现黑臭，随后黑臭范围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黑臭程

度也逐年加重。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苏州河全年

黑臭期居然长达２００多天，扑面而来的恶臭使得靠河的

房间根本无人肯住，无奈之下许多居民和单位只好把沿

河建筑物的窗封死，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也经常被黑臭河

水包围，严重威胁上海人民的饮水安全，以江南水乡著称

的上海竟被列为全国３６个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

但黑臭不是上海市河流的特有现象，它已经成为我

国许多地区地表水体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青海：湟水河是黄河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在青海省

境内长约３００公里，流域集中了青海省６０％以上的人口

和大部分的工农业生产。由于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废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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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量逐年加大，湟水河的水质污染急剧恶化。特别

是进入西宁市后的各河段，枯水期水质基本在五类或劣

五类（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黑臭河流都是劣五类重

污染水体）。２００２年，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东庄村的

近百倾小麦因引溉了污染的湟水后被活活烧死。

山东：漳卫新河山东乐陵段遭受严重污染，离河几十

米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暗黑色的河水泛起白色的

泡沫，不时能看到死去的小鱼漂浮在水面上，随水缓缓向

下游流去；在岸边水浅的地方，河底的泥土已罩上了一层

黑色。河两岸有条１米多宽整齐的枯草带。污染的河水

更是给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深深的困扰，据说，当地能喝

的井水必须得５００米以下。

福建：洋下河黑色、发臭的河水缓慢流动，沿河两岸

几乎没有人行走，河面上到处漂浮着一片片“黑色不明

物”，河水还不停冒泡，每当河面上升腾起一个大泡时，就

有一团乌黑的污物在水面上“绽放”，奇臭无比。河两旁

新建的很多居民小区直接把粪便通向河里，洋下河几乎

成工厂“天然化粪池”了。

淮河：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６日到２０日，淮河支流沙颍河、

洪河、涡河上游局部地区降下暴雨，沿途各地藏污闸门被

迫打开，随着５亿多吨高浓度污水的下泻，沿途形成１５０
多公里长乌黑发臭的污水带，“扫荡”整个淮河中下游，创

下淮河污染“历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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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捂鼻走过一条条乌黑发臭河流的时候，想必你

已亲身感受到了我们生存环境的恶劣程度了 吧。那么，

原本清澈见底的河流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黑臭的呢？

从根本原因分析，河流黑臭同样是人类污染造成的

恶果，其主要罪魁祸首是污水排放、垃圾倾倒、城建填河。

一方面，大量污水排放和垃圾倾倒的结果使得河流中污

染物（特别是有机污染物）浓度急剧升高，污染物在生物

及化学分解过程中会大量消耗河流中的溶解氧，使得整

个河流处于严重的厌氧发酵状态。黑臭河流的“黑”主要

与河流中存在着大量吸附了黑色金属硫化物的悬浮颗粒

有关，“臭”则是由于厌氧发酵产生的硫化氢、硫醇、氨和

胺等带异味的物质从河流中逸出而造成的。黑臭河流的

另一特征是冒泡，这是它在河流厌氧状态下产生的另一

类发酵产物———沼气造成的，这些沼气气泡在上升过程

中携带底泥上泛，使得河流更加污秽不堪。另外，城建填

河及盲目设闸使得河流的自我净化能力越来越弱，这在

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河流黑臭的发生和发展。

河流黑臭是地表水体环境质量极度恶化及生态系统

崩溃的典把例证，其危害性极其严重。那么，我们如何防

治河流黑臭呢？根本的措施在于控制污染，这就要求我

们彻底杜绝把河流当成排污沟、垃圾倾倒场的恶劣行为。

其次，我们要帮助已经黑臭的河流实现净化和恢复，具体

措施有河流曝气增氧、疏浚底泥和生物修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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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地表水

资源相对贫乏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资源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如我国西北、华北地区主要以地下水作为生

活、生产水源。

与地表水相比，地下水受各种“屏障”（土壤及岩石

层）的保护，基本上都能做到“洁身自好”，只有在矿体、矿

化地层中某些矿物质的过量溶解后才会导致水质污染，

这称为地下水的第一环境污染问题，它只在少数地区、特

殊的条件下产生，影响有限。地下水的第二环境污染是

指人类生产、生活而造成的地下水质发生恶化的现象，是

地下水污染的主要问题。

有人将我国地下水污染划分为以下四个类型：一是

地下淡水的过量开采导致沿海地区的海（咸）水入侵；二

是地表污（废）水排放和农耕污染造成的硝酸盐污染；三

是石油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污染；四是垃圾填埋场渗漏污

染。其中，农耕污染具有量大面广的特征，未经利用的氮

肥在经过地层时通过生物或化学转化成为硝酸盐和亚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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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长期饮用这种污染的地下水将可能导致氰紫症、食

道癌等疾病的发生，国内外都屡有此类环境疾病的报道。

我国地下水污染的现状如何呢？据资料报道，我国

浅层地下水大约有５０％的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

中约有一半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地下水水

质呈逐年恶化趋势。那么我们该怎样解决地下水污染问

题呢？首先，应立足于污染预防，因为地下水污染一般不

容易发觉，一旦发现污染，则已经持续很长时间，污染范

围已经扩大，治理难度很大。因此，要坚持以防为主的方

针，宁可在预防上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而不要在事后

加倍“付学费”。其次，应实行污染治理与水资源开发利

用统一规划。例如怎样提高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有效

处理？如何防止垃圾渗滤液的污染？怎样正确认识地下

水的第一污染问题与第二污染问题、地表水污染与地下

水污染等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组织各方面专家

与政府一起制定统一的规划，而不足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在这方面，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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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污染物

当你看到身边的水不再清澈如昔时，你或许会随口

说一句：“这里的水没有以前干净了，应该好好治理一下

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治理受到污染的水，首先是要

知道水中有哪些污染物，它们来源于何处以及会造成哪

些危害。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取得最好的效果。

氨氮：是指以氨或铵离子形式存在的化合态氨。氨

氮主要来源于人和动物的排泄物，生活污水中平均含氮

量每人每年可达２．５～４．５千克。下雨的时候，雨水会冲

刷农田，此时，农田中所施的化肥有一部分就会被雨水带

走，一起进入附近水体中。另外，氨氮还来自化工、冶金、

石油化工、油漆颜料、煤气、炼焦、鞣革、化肥等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中。但氨氮是水体中的许多生物的营养品，

水体中其浓度过高也就会导致水富营养化现象产生。氨

氮还是水体中耗氧污染物的主要组成，它在转化为硝酸

盐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溶解氧。另外，原水中氨氯浓度

过高时会增加自来水消毒处理时的投氯量，并生成氯胺

等有害物质。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如遭受氨氮的污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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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快管道、设备及材料的腐蚀。

石油类：主要来源于石油的开采、炼制、储运、使用和

加工过程。石油类污染对水质和水生生物确相当大的危

害。漂浮在水面上的油类可迅速扩散，形成油膜，阻碍水

而与空气接触，这样一来，大气当中的氧气就很难进入到

水当中了，使水中溶解氧减少。不仅如此石油中含有多

环芳烃等有害物质，可经生物链富集后危害人体健康。

化学耗氧量：是指水中有机污染物被强氧化剂氧化

时所需氧量。化学耗氧量越高，表示水中有机污染物越

多。水中有机污染物主要由生活污水或工业废水的排

放、生活垃圾腐烂分解后流入水体产生。水体中有机物

含量过高可降低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当水中溶解氧消耗

殆尽时，水质则腐败变臭，导致水生生物缺氧，以致死亡。

生化需氧量：生化需氧量也是水质有机污染综合指

标之一，是指在一定温度（２０℃）时，微生物作用下氧化分

解所需的氧量。其来源、危害同化学需氧量相似。河流

发黑变臭主要是这类污染物过多造成的。在污水处理以

及污染河道治理过程中，分析生化需氧量可以用来评价

生物处理的可行性和水体自净能力的大小。

挥发酚：酚是白色或淡红色块状结晶体，吸收水分后

就变成液体，有特殊的臭味。水体中的酚类化合物主要

来源于含酚废水，如焦化厂、煤气厂、炼油厂、石油化工

厂、农药厂等排放的工业废水。沥青路而经雨水淋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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