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学化学课程资源丛书

化学知识大课堂

于亮　何健　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化学知识大课堂／于亮，何健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７
（２００７．１１重印）

（中学化学课程资源丛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７０－０

Ⅰ．化…　Ⅱ．①于…②何…　Ⅲ．化学—青少年读物 Ⅳ．Ｏ６－４９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０６）第１５６９５７号　　

　　 中学化学课程资源丛书
化学知识大课堂

编 者　于亮　何健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６６６号
邮　　编　０１００１０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印　　张　２００
字　　数　２１１０千
版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１次印刷
印　　数　３０００
标准书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８０７２３－０７０－０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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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书

化 学 知 识 大 课 堂

１　　　　

目　录

我国古人对化学的认识 １……………………………………
火、热、热量和温度的故事 ５…………………………………
曲解了火的燃素说 １０………………………………………
用火求真知 １５………………………………………………
发现氧气竟是惊人之举 １９…………………………………
呼吸与氧气 ２３………………………………………………
火药的发明和作用 ２７………………………………………
炸药大王诺贝尔 ３１…………………………………………
有臭味的氧气 ３７……………………………………………
化学中辩证的对立关系 ４０…………………………………
“可燃性空气”是什么 ４４……………………………………
被曲解了的氯气和盐酸 ４８…………………………………
百年怀胎才降生的凶神 ５２…………………………………
异想天开竟然发现了磷 ５６…………………………………
从一个极小的气泡说起 ６０…………………………………
漫谈我国的陶文化 ６４………………………………………
由制陶发展起来新工业 ６９…………………………………



中学化学课程资源丛书
ｚｈｏｎｇｘｕｅ　ｈｕａｘｕｅ　ｋｅｃｈｅｎｇ　ｚｉｙｕａｎ　ｃｏｎｇｓｈｕ

２　　　　

我国古代的铜文化 ７３………………………………………
我国古人怎样炼钢铁 ７９……………………………………
流如水、亮如银的金属 ８３……………………………………
我国古代医药中的化学 ８８…………………………………
我国古代炼丹术中的实践化学 ９１…………………………
油、漆和油漆的化学 ９４………………………………………
纸的发明、推广和造纸术中的化学 ９７………………………
碱金属这一名称的由来 １０１…………………………………
化学得力于电的故事 １０６……………………………………
寻找炼铝法中的两次巧合 １１０………………………………
漫谈炼铝途径的曲折 １１４……………………………………
锌的出生地在中国 １１８………………………………………
金属外衣的好材料———铬 １２１………………………………
应写一部以物质为标志的人类文明史 １２４…………………
二氧化碳的身世 １２７…………………………………………
食物链中的第一个环 １３２……………………………………
光化学的化学意义 １３５………………………………………
道尔顿和他的原子论 １３９……………………………………
为了一个定律辩论８０年 １４２………………………………
选定原子量基准的故事 １４７…………………………………
磷酸盐和洗涤剂 １５２…………………………………………



书书书

化 学 知 识 大 课 堂

１　　　　

我国古人对化学的认识

我国古人对物质及其变化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派。

一种是实践派，他们用火，烧瓷、冶金、造纸、酿制、织染，取

得很大成就。另一种是虚玄派，他们炼丹、制火药，同样也

取得很大成就。说他们是两派，并不是说他们有组织、有领

袖、有章程，而是指一派以实践为先导，另一派以玄想做文

章，或是时而实践，时而玄想，在实践者缺深思，在玄想者尚

空谈，无形中在认识上形成的两个范畴。若从代表人物上

去寻找这两派的根源，则一派是生产者劳动人民，另一派是

围绕着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皇帝而脱不开身的思想囚犯。

这是当时的社会，把他们推到了两边，而使中间成为一片

空白。

我国曾是具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很多的成就和发

明是举世瞩目的，这些成就和发明的产生，都是来之不易。

上述的两派活动中，都曾对此做过贡献，所缺的就是那一片

空白留下的遗憾，没有人去发现和总结物质存在及其变化

的科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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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实践者和玄想派的活动、发现和想法，各有

一些文字记载流传下来，今天我们才能来谈题目中所要说

的事情。但是，文字所能留下的，仅是全部文化活动中的很

少一部分，个人能读到的则更少，我们只能从有限的字里行

间，寻求一点感受。

第一部分的书籍，具有代表性的有《齐民要术》和《天工

开物》两部。从书名来看第一部书是谈出自民间、便民、富

民的各种制作和生产技术，第二部书是介绍奇巧的制造各

种物质的方法。书名看起来不同，但书内写的都是同一类

事物，谈的都是诸如冶金、制盐、酿造、染色、制墨、熬糖等取

料、加工的生产技术。根本不讲原理，不说规律，照方抓药

试着做，不一定都能做出来。

我国古代的工业，一般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手工作坊。

人们终日劳作，凭着一身手艺活才能生存下去，稍有经验，

也只能传给可亲信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时间和文化去

总结、整理和提高。能够被有心的文人写到书里的东西，也

只能是一时一事，不成系统。

这些实践者，他们世世代代摸索、积累、再摸索、再提

高，为的就是让他们的产品，在某个地区能够有些名声，有

较好的销路。直到现在，人们还信任老字号，就是历年这样

下来形成了的习惯。他们在一个行业里，可能有极丰富的

实践经验，但对其他行业来说，他们就是门外汉了。这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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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发展，只能是经验加经验，不能上升到理论，他们对他

们所接触到的物质及其变化，也只能是表面的去认识，没有

任何渠道引导他们从经验中摆脱出来，这一部分人永远都

是实践派。

另一部分的书籍，从书名上看就让人难懂，如《周易参

同契》《抱朴子》等，其中糟粕和精华并存，奇谈和写实相混。

在这一类书中，也记有很多具体的资料，如制药、冶金

一类的经验之谈，这些都是他们从炼丹、点金的实验活动中

得到的。由于他们实践了，所以才有这一部分精华，可以留

给后人。

这一派诞生时就是怪胎，他们的信念是主观玄虚的，他

们的目标是空无缥缈的，他们的行动是随机应变的，他们的

成就不少是偶然的，他们的著作，大部分是荒诞的。为了天

上的神和地上的皇帝，虔诚礼拜、鞠躬尽瘁，可以献出他们

的青春和生命。他们尚“五行”、讲“阴阳”，这就是他们的物

质观，他们把物质人格化了，又把物质之间的转变神化了。

他们的“学术”活动，从先秦到唐宋延续了约有１５００多年，

在我国古代造成的影响，相当广阔深远。在后来很长的历

史年代里，从一些没有接受科学熏陶的人身上，还能找到他

们的影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

游离于这两派之间，为仕途为生计而忙碌着，很少有人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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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那一片空白，只是有人从两派的成果中，吸收了自己所

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我国的医学。

中医学、中药学，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她有深奥的医学理论，有效果卓著的治疗方法，有丰富的灵

丹妙药。

我国的中医中药学家们，为了自己神圣的使命，严于律

己，潜心教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验处方和论治典籍。他

们的物质观是将物和人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并由此寻求

物质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他们继承了玄派思想中正确的成

分，精心的运用实派所造之物，建立和发扬了自己的体系，

但这和纯粹的化学家所走的路子完全不同。

我国古代还有一个学派，他们都是思想家和哲学家。

他们讨论宇宙、天地、万物，有许多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现代

的科学有吻合之处，但观点毕竟就是观点，只能认为是正确

的假说，只能算是科学实践的发现。最终他们的言论，都没

有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的理论。

人类对化学也就是对物质及其变化的认识，永无止境，

但是只有掌握了真正的科学，才能少走弯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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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热量和温度的故事

化学上要用火。酒精灯就是最常见的用火工具。

化学上要观察热的变化。浓硫酸倒到冷水中，搅拌后

用手去摸烧杯，会感觉到它比原来的冷水热得多。

化学上要计算热量。如１克木炭和１克酒精，完全燃

烧后，各会产生多少热量，只要根据它们的热化学方程式一

算，就会得出结果。

化学上还要讲究温度。如各种物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大

小，都会随着温度的高低而变化。

火、热、热量和温度，它们的情况和大小，也是人们日常

生活中经常要关心的问题。

火、热、热量和温度，是紧密相关而又各具特色的，但它

们的本质都是发源于物质的运动。关于这一点，人们一开

始时是很不了解的。对此，在历史上曾有过很长一段的误

解、争论、迷信，直到最后真相大白的过程，这就是我下面要

讲的故事。

火，是人类生活中最早接触到并加以注意和利用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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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现象。我国远古时代就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从

考古发现的“北京人”遗址上，用火的灰烬，堆积了高达六尺

之多，证明他们在５０万年以前，就会把火种引到洞穴里来，

并保持它燃烧不断。有关资料明确的提到，人类最早用火

的纪录，应追溯到１４０万年以前。在人类开始用火的时候，

对火怎样理解，这是发生在史前期，没有文字的阶段，无人

能够知晓。后人只能猜测，可能是开始时像野兽那样怕火，

很长一段时间后尝试着接近火，接触火，靠近火取暖，烤烧

猎物，再后发展到引火种入洞穴，保留火种不灭 ，最后发明

钻木等摩擦取火的方法，并把火当作神灵，祈求它为人消灾

祛病。古人这样认识火，完全来自实践。有火在洞中，能经

常吃熟食，时到严冬，更能有个温暖的环境，生病的少了，抵

御了自然灾害的侵袭，人们由此把火视为宝，敬若神灵，这

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而他们的这一行为，是人类支配自

然，包括人类自己的伟大开端。从用火开始，人类走向了有

文化的时代。

由于用火，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实在太深远巨大了，到

后来，到人们比较聪明已经有了文字的年代，对火却产生了

种种的误解，有认为火是“万物之源”的，有认为火跟水、土、

气一起，是构成宇宙自然的四种“元素”之一的，中国古代有

一个学术流派，主张构成世界万物的是金、木、水、火、土这

“五行”，“行”的简单意思也可以理解成“行为”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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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意图用五行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来说明各种实物的

性质和现象的本质。而这五行中，只有火不是实物，最为神

秘、最为力大无穷，最难以认识，也就成了认识世界的过程

中，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人甚至把整个宇宙看成都是“一团

永恒的活火”来强调火的重要性。

在欧洲，１７世纪末到１８世纪的７０年代（１７７４），这１００

多年间曾流传着一种“燃素说”，这种学说认为，能燃烧的东

西里都有一种物质叫“燃素”。也就是说，他们把火当成一

种实物，并为此做了很多实验，想把“火”这种“物质”收集起

来。当然，他们都没有能得到“火”。人们在实验中，竟有了

很多科学的发现，最主要的是发现了氧气，弄清了燃烧的本

质是氧化反应。

火的明火和火焰，都是物质燃烧所产生的现象，化学上

把发光放热的化学反应这一特征，就叫做燃烧。固体铁在

氧气中燃烧，通体红热火星四溅，但没有火焰。硫在燃烧时

有蓝色火焰，是硫的蒸气在氧气中燃烧，火焰是随着硫的蒸

气而飘忽不定。由此可见，火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燃

素”或说成“火素”是根本不存在的。

无独有偶而有趣的是，跟化学上的“燃素说”同时，在欧

洲物理学界也流传着一种“热质说”，他们认为热是一种特

殊的，看不见的、没有质量的物质。他们用“热质”的观点，

解释物理上的热传导，竟然说得通，但对摩擦生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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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难以自圆其说。到了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人们终于彻底的

抛弃了“热质说”。

关于热，我们现在只从实践经验出发，做一些简单的描

述。当我们把手伸到一盆水中，会感到水是冷或是热，如果

是冷水，把它放到炉火上，不久冷水就成了热水。一般生活

上所说的冷和热是相对的，对一盆冷水说，人手是热的，对

热水而言，人手是冷的。从实质说，热水中水分子运动的能

量比冷水中水分子的大。热水分子把能量部分的传到人手

上，人就感到这水是热的。冷水分子从人手的皮肤上接受

了能量，人就感到这水是冷的。

在火焰中发生化学反应时，除生成新的物质外，还放出

能量，这种能量就使火焰很热，冷水从火焰中分子里得到部

分能量，水就热了。

冷、热是分子运动能量一种小些、一种大些的表现。

温度是物质冷热差别的量度，但温度计量不出分子运

动能量的绝对值。我们能够根据物质的比热和温度变化之

差的数值，算出一定量的物质温度变化时放出或吸收热量

是多少。这是初中物理课里就会学到的。

一定量的物质，发生一定的反应，放出或吸收的能量是

一定的。这种能量绝大部分是以热能的变化表现出来，我

们也可以根据物质的量、物质的比热，以及温度的变化来

计算。



化 学 知 识 大 课 堂

９　　　　

热，并不是一个孤立概念，平常在和冷对比才要提到

它。为了对比冷和热，最好是用温度计。

温度计上常用的温标是摄氏度，用“°Ｃ”表示。它是人

为规定水在结冰时的温度为０°Ｃ，水在常压下沸腾的温度

为１００°Ｃ。科学上有时用绝对温标，用“°Ｋ”表示。它在温

度计上分格的大小和摄氏度相同，而它的最低点，即０°Ｋ

时的温度就是－２７３．１５°Ｃ，这一温度情况下，一切运动会处

于不可思议的状态，如气体的体积理论上就会等于零，也就

是说，气体的分子不运动了，或它的动能为零。绝对零度的

条件，是理论推算出来的，目前的实验还没有达到这一温

度，科学家们正在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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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曲解了火的燃素说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几乎天天都要直接或间

接用火，或从火那里取得所需要的热和电。但是，从古猿人

会用火经过了上万年，直到１８世纪，又历经了一场近百年

的争论之后，才在１７７４年确立了燃烧的氧化学说。

人们已经时刻离不开燃烧，为什么对燃烧正确认识的

诞生，又是那样地难产呢？

我们现在知道，燃烧俗称火是一种化学现象，而古人却

把火当成一种实物，它跟金、木、水、土等一起被列为“五

行”，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它们组合构成的。人们在没有相

当的化学知识之前，才能有这样荒唐的认识。

遗憾的是到了１７世纪，化学作为一门科学刚刚诞生，

却因为流传着一种曲解燃烧本质的“燃素说”禁锢了人们的

思想，甚至阻碍了化学的发展。

“燃素”是一种什么东西？“燃素说”的中心思想又是什

么呢？

１７世纪末，有一个德国人叫做贝歇尔，他在１６６９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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