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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1.3.4 分体积定律 

1.3.3 分压定律

1.3.1 气体
   化学是一门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

以及变化规律的基础学科，是自然科学的一

个分支。 

   在自然科学中，数学、物理学、化学、生

物学、等被列为“一级学科”。而化学一般

被划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物理化学和高分子化学五个二级学科。  

1.1.1 无机化学



   无机化学是研究除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

物之外的所有元素的单质和化合物的组成、

结构、性质、变化规律及应用的化学分支。 

K6C60结构 C70结构



   有机化学是研究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的化学分支，也可以说有机化学就是“碳

的学说” 

1.1.2 有机化学

结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1.1.3 分析化学

   分析化学是研究物质化学组成的分析方法

以及有关理论的一门化学分支学科. 其任务

是鉴定物质的化学成分、测定各成分的含量

和物质的化学结构，它们依次属于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和结构分析研究的内容。 

XRD粉末衍射仪 紫外分析仪



漫反射光谱仪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荧光光谱仪 比表面孔隙分析仪



JZM-2100透射电子显微镜(TEM)

JSM-7800F-Prime-场发射扫描电
子显微镜(SEM)



1.1.4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是借助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

研究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化学反应的速

率和机理以及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质之

间的关系等问题，它是化学学科的理论核心。

它包括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和结构化学

三部分。 物
理
化
学
实
验
室



   高分子化学分为高分子化学和物理两个分

支。高分子物理是研究聚合物的结构和性能的

关系及其应用；高分子化学是研究聚合原理，

探索最佳工艺条件，选择合适原料、引发剂等，

合成出预期结构和性能的聚合物。  

1.1.5 高分子化学

高分子发光材料高分子聚合物



高分子导热塑胶的应用



1.2.2 无机化学的分支

1.2.1 无机化学的发展

1.2  无机化学及其分支 



1.2.1 无机化学的发展 

萌芽阶段 

发展阶段 

复兴阶段 

振兴阶段 

飞速发展阶段 

陶器制造、青铜制造、
“点金术”和“炼丹
术”、黑火药制等 “元素”的提出,

“原子论”,
“质量守衡定律”,

“分子论”, 
“元素周期律” 

惰性气体的发现;
工业合成氨的发明;
原子和分子结构理
论的建立;现代分
析测试技术的应用 借助量子力学和先

进的化学、电学、
磁学等技术，将物
质的宏观性质与其
微观结构联系起来,
建立起现代无机化
学的新体系  

打通了微观、介观、
宏观的界限，由此
产生了无机化学的
各个新兴分支  



1.2.2 无机化学的分支 

   配位化学是研究金属的原子或离子与无

机、有机的离子或分子相互反应形成配位

化合物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成键、结构、反

应、分类和制备。 

Co(EDTA)-配离子 槲皮素-铝配合物 



   生物无机化学是无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相互

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应用无机化

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元素及其化合物与生物

体系及其模拟体系的相互作用、结构和生物

活性的关系。 

一种金属-酶的配合物



   固体无机化学是研究固体物质的制备、组

成、结构和性质的科学。固体无机化学是跨

越无机化学、固体物理、材料科学等学科的

交叉领域。 

新型发光纳米粒子 

氧化铁纳米粒子协助蛋白杀
死癌细胞,正常细胞不受损 



   无机合成化学是研究

如何合成无机化合物及

其合成反应机理。 

   理论无机化学是以理

论化学和计算化学作为

基础，通过定量、半定

量的计算或定性分析，

得出复杂分子所应具有

的性质。 微波化学反应合成仪 



1.3.3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1.3.2 气体

1.3 物质的聚集态 

1.3.1 五种集聚态



    物质的聚集态是指物质分子集合的状

态,也叫物态。常见的物质聚集态有气

态、液态和固态三种，又称气体、液体、

固体。除此之外，还有等离子体(第四

态)、超高密度态(第五态)，以及超导

态、超流态、液晶等聚集态。

1.3.1 五种集聚态



1. 气体

特性：易压缩和扩散

氯气

压缩气体



2. 液体

特性：易流动，形状随容器而定

各色液体

粘稠液体



3. 固体

特性：具有一定形状、大小

天然晶体

氯化钠晶体



4. 等离子体

逃离太阳表面的等离子体

  由带电离子、电子和中性粒子组成的流体。

在等离子体中，带正由荷的粒子与带负电荷

的粒子所带的电荷总数相等，而且粒子的密

度也基本相同。它又称第四态。 

等离子体产生原理图 



5. 超高密度态

天体黑洞

  当物质处于在140万大气压下，物质的
原子就可能被“压碎”。电子全部被“挤
出”原子，形成电子气体，裸露的原子核
紧密地排列，物质密度极大，这就是超高
密度态(简称超固态)，又称第五态。

例如，一块乒乓球大小
的超固态物质，其质量
至少在1000吨以上。



  理想气体：为一种假想气体,其特征是：

分子之间没有相互吸引和排斥,分子本身的

体积相对于气体所占有体积完全可以忽略,

且气体分子与容器壁间发生完全弹性碰撞.

1.3.2 气体

  由于真正的理想气体是不存在的,我们把

那些在常温常压下不容易液化的气体.例如

He、H2、O2、N2等近似作为理想气体来处理,

其性质可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来描述.



注意:当压力和体积所取单位不同时,式中的R
取值就不同. 

pV的单位 R值 R的单位

Pa·m3 8.314 Pa·m3·mol-1·K-1

或J·mol-1·K-1

Pa·L 8314.3 Pa·L·mol-1·K-1

atm·L 0.0821 atm·L·mol-1·K-1

kPa·L 8.314 kPa·L·mol-1·K-1

RT
M
mnRTpV 

1.3.3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练习题

1.1：某未知气体样品为 5.0 g, 在温度

为 100℃、压力为 291 kPa 时的体积是

0.86 L, 求该气体的摩尔质量。 

1.2：26℃和 111 kPa下, CCl4蒸气的密

度是多少？(相对原子质量: C 12, Cl 

35.5) 



练习题

1.3：在 27℃ 和 100 kPa 压力下, 收集到

相对分子质量为 32.0 的理想气体 821 L, 

求该气体的质量。 

1.4：在 1000℃ 和 98.7 kPa下, 硫蒸气的

密度为 0.597 g·L-1。请通过计算写出硫的

分子式。



1）分压的定义

  相同温度下,组分气体单独占有混合气

体的总体积时所呈现的压力称为组分气

体的分压.(用pB表示)根据定义,有下列

数学关系式：

1.3.4 分压定律 



V
RTnp B

B 或

pBV = nBRT

B组分分压

总体积

B组分物质的量

绝对温度

气体常数



2）分压定律 

  在温度恒定下，混合气体的总压力等于

各组分气体分压力之和，这个结论称为道

尔顿分压定律。 

分压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为：    

p=ΣpB=p1+p2+p3+…+pB 

总压 分压



Bxn
n

p
p

 BB

B的物质的量

pxp BB 或

总压 总物质的量

B的摩尔分数



1.5：把30L压力为0.97×105Pa,温度为

550C的氮气和20L压力为0.85×105Pa,温度

为150C的氢气压入25L容器中,容器内温度

为370C。问:

 (1) 容器内的最终压力为多少?

 (2) 氮气和氢气的分压分别为多少?

例题



解：对于各组分气体,因混合前后n不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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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

∴ p=pN2+pH2=1.10×105+0.73×105

                      =1.83×105(Pa)



pVB = nBRT p
RTnV B

B 或

  相同温度下,组分气体具有和混合气体相

同压力时所占的体积称为组分气体的分体

积.(用VB表示).据定义有下列关系式

1）分体积的定义

B组分
分体积

总压

1.3.5 分体积定律 



2）分体积定律 

V =ΣVB= V1 + V2  +V3+ +VB

总体积

分体积



B
BB   n
n

V
V

B

总体积
总物质
的量

组分B
分体积

组分B物
质的量

组分B的
摩尔分数组分B的

体积分数



ppxp BBB 

n
n

V
V

p
p BBB 

VVxV BBB 

B
B

B
B

V
Vx

p
p 

相关演变公式



混合气体的总状态方程 

 pV = nRT

总压

总体积

总物质
的量

绝对温度

气体常数



计算时常用的重要公式

T
Vp

T
Vp

T
Vp BB 







前

前前

上述公式使用前提：
   混合前后组分气体的nB不变

n
n

V
V

p
p BBB 

RTnVpVp BBB 



1.5：在150C和1.05×105Pa压力下,于水面上

收集了300mL氢气.在此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气

压为1.68×103Pa，现用干燥剂把氢气和水

分离。问:

(1)在此条件下纯氢气的分压为多少?分体积

为多少?

(2)干燥氢气的质量是多少?此干燥氢气在

1000C和0.13×105Pa下的体积为多少?

例题



解:(1)已知: T=273+15=288K, p=1.05×105Pa,

    V=0.300L, p水=1.68×103Pa.

 ∴ pH2=p-p水=1.05×105-1.68×103=1.033×105(Pa)

  由pBV=pVB得:

 VH2=pH2V/p=1.033×105×0.300/1.05×105=0.295(L)

(2)由pBV=nBRT得:

 n=pBV/RT=1.033×105×0.300/8314×288=0.0129(mol)

  氢气的质量为0.0129×2=0.0258(g)

 V=nRT/pB=0.0129×8314×(273+100)/0.13×105=3.08(L) 



1.6: 以下哪些关系式是正确的?说明理由.

（1）pVB=nBRT；   （2）pBV=nBRT；

（3）pBVB=nBRT；  （4）pBVB=nRT；

（5）pV=nRT；    （6）pBVB=p前V前

 (混合前后n保持不变)

例题



1.7：现有 10.0 m3热空气和乙醇混合气体，

它们处于 100 ℃，101.3 kPa,乙醇分压为 

29.3 kPa。当它们通过水冷却夹套装置后，

冷却气体处于 20℃,101.3kPa，乙醇分压

为 6.66 kPa。问：

(1)冷却后混合气体体积是多少？                                      

(2)冷却过程中有多少摩尔乙醇凝聚为液

体？

练习题



解：(1) 设冷却前为状态１，冷却后为状
态２，因冷却前后空气质量不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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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却前乙醇含量 

)mol(5.94
373314.8

10103.29 3

1

1
1 








RT
Vpn

冷却后乙醇含量 

)mol(4.16
293314.8

1098.566.6 3

2

2
2 








RT
Vpn

乙醇凝聚量 

  n = 94.5－16.4 = 78.1(mol) 



1.8:将图中所有隔板全都打开并混合均匀, 

在恒温下计算混合气体的总压力和各组

分气体的分体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