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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目的与要求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物理化学（药）》是药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它运用数学、物

理学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从研究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联系入手，探

求化学过程的基本规律。物理化学与药学各专业课的学习密切相关，不仅是前期

化学课程的规律总结，也是后续药学课程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从药物的研发、生

产、贮存到药物使用，都与物理化学有关。

本课程的目的是使考生在已学习过一些先行课程的基础上，运用物理和化学

的有关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学习和理解化学反应的普遍规律。物理化学学科的形

成和发展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在学习时，不仅要接受知

识、更要掌握并深刻领会科学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药

学专业课学习打下理论和实验基础。

本课程内容分为九章：

第一章为热力学第一定律，主要介绍了热力学的基本概念和热力学第一定律

及其在简单状态变化中和化学反应中的应用。

第二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主要介绍了判断简单物理过程和化学反应方向的

自发过程的三个判据，以及相关的计算。

第三章为多组分系统热力学，主要介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在多组分均相系统中的应用。

第四章为化学平衡，运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和定律，讨论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

度，化学平衡的条件和影响平衡移动的因素。

第五章为相平衡，主要介绍了相律的推导，并结合相律讨论单组分系统和多

组分系统中一些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相平衡系统中，相态和温度、压力、组

分等参数的关系。

第六章为电化学，主要介绍了电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电解质溶液和

可逆电池电动势的相关知识。

第七章为化学动力学，主要介绍了化学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解决

药物制剂稳定性和有效期预测、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等涉及化

学动力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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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为表面化学，主要介绍了表面现象的本质、规律和应用。

第九章为溶胶与大分子溶液，主要介绍了胶体分散系中的两个重要的系统：

溶胶与大分子溶液的特点和应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考生应熟悉和了解物理化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能运

用物理化学的理论来解决在药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

论联系实际，多思考，多提问，多讨论，从而加深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理解

和掌握。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使考生对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具备用本课程的思维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增强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考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努力实

现考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考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1.了解物理化学在药学中的重要性；

2.掌握物理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3.具备用物理化学的思维方式解决药学实际问题的能力。

II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热力学第一定律

一、学习目的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使考生对热力学相关概念有一定认识，掌握物理变化和

化学变化过程中能量的转化规律。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准静态过程和理想气体绝热过程的特点。

熟悉：①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表达和本质，以及在简单状态变化、相变化和化

学变化等过程中的应用。

掌握：①热力学基本概念：系统和环境，状态函数的特征；②热力学能、焓、

热容的定义及其性质；③标准生成焓及赫斯定律的应用；④不同过程中系统 Q、

W、ΔU、ΔH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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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热力学第二定律

一、学习目的

本章主要学习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决反应的方向和限度。通过本章的学习，

使考生基本掌握判断反应方向的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卡诺循环的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字表述；②可逆过程的特点。

熟悉：①自发过程的特征；②热机的定义和可逆热机效率的计算公式及影响

因素；③热力学第三定律的表述；④熵函数的定义和物理意义，熵增加原理；⑤

吉布斯能的定义和意义。

掌握：①自发过程方向及限度的三个判据及适用条件；②简单的状态变化、

相变化和化学变化等过程中 Q、W、ΔU、ΔH、ΔS、ΔF、ΔG的计算。

第三章 多组分系统热力学

一、学习目的

本章主要讨论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在多组分均相系统中的应用。通过

对本章的学习，考生对多组分系统中反应变化规律有所了解。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多组分系统的定义和组成表示方法。

熟悉：①偏摩尔量的表达式和物理意义；②偏摩尔量的集合公式适用条件；

③广义化学势的表达式。

掌握：①定性比较化学势的大小。

第四章 化学平衡

一、学习目的

本章主要运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和定律，讨论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化学平

衡。考生通过学习掌握平衡移动的影响因素。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化学反应的吉布斯能变化和平衡条件。

熟悉：①化学反应等温方程式；②标准平衡常数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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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①标准反应吉布斯能变化及化合物的标准生成吉布斯能的定义和应用；

②温度、压力对化学平衡移动的影响。

第五章 相平衡

一、学习目的

本章介绍了相律的基本内容和概念，考生通过学习会应用相律来分析单组分

系统和多组分系统中变量间的关系，全面掌握相图的相关知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冷却曲线法绘制简单相图的方法；②水盐系统的相图及其简单应用；

③三组分系统的组成表示方法。

熟悉：①完全互溶、部分互溶双液系统的 p-x图和 T-x图；②恒沸系统的特

点及恒沸点的定义；③蒸馏和精馏的原理。

掌握：①相、组分数和自由度的概念；②相律的物理意义及其在相图中的应

用；③克劳修斯-克拉珀龙方程及其在单组分系统中的应用及计算；④单组分系

统的典型相图；⑤水蒸气蒸馏的特点。

第六章 电化学

一、学习目的

本章主要介绍了电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当对电

解质溶液、可逆电池电动势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离子迁移数的定义和意义；②离子平均活度系数的概念及计算；③

可逆电池必须满足的条件；④电池电极电势产生机理及测定原理。

熟悉：①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机制；②相关的基本概念：电解池、原电池、电

导池常数、阴极、阳极；③离子独立运动定律及应用；④可逆电极的类型和书写

方法，能正确写出电极反应和电池反应。

掌握：①电导率和摩尔电导率的意义及它们与浓度的关系；②电导测定的计

算和应用；③可逆电池的相关热力学计算；④影响电池电动势大小的因素：能斯

特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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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化学动力学

一、学习目的

本章主要介绍了化学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通过本章的学习，考生应对

相关化学动力学的知识有所了解，具有利用化学动力学知识处理药物在体内吸收、

分布、代谢等过程的问题的能力。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碰撞理论、过渡态理论的基本内容；②光化学反应的量子效率的概

念。

熟悉：①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②动力学基本概念：基元反应、反应分子数、

反应级数、反应速率常数；③典型复杂反应的特点；④催化反应的特点；⑤光化

学反应的特点。

掌握：①简单级数反应的动力学特征及积分速率方程的运算；②阿伦尼乌斯

方程及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第八章 表面化学

一、学习目的

本章从表面现象入手，研究表面现象的本质、规律和应用。通过本章的学习，

考生应掌握表面化学的知识并能在后续的药物制剂中有所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不溶性表面皿的简单结构及一般性质；②典型的固体表面吸附等温

线。

熟悉：①弯曲液面的性质，并解释由弯曲液面引起的表面现象；②毛细现象；

③表面活性剂的定义、结构特征、性质和几种重要的应用。

掌握：①表面吉布斯能与表面张力的基本概念；②判断液体铺展的标准；③

杨-拉普拉斯公式和开尔文公式的应用；④表面活性剂的亲水亲油平衡值（HLB）；

⑤固体表面吸附理论：⑥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的比较。

第九章 溶胶与大分子溶液

一、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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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介绍了溶胶和大分子溶液两个分散系。考生通过学习应掌握这两个

分散系的特点和实际的应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了解：①胶体分散系统的分类、制备方法；②大分子溶液的流变性和凝胶在

医药邻域中的应用。

熟悉：①溶胶的力学性质、光学性质和电学性质；②乳状液的类型和鉴别方

法，与微乳状液的区别；③大分子溶液的定义及平均分子量的测定方法；④凝胶

的定义和性质。

掌握：①分散系的分类；②溶胶的基本特征；③胶团的结构；④电解质对溶

胶的聚沉作用和聚沉规律；⑤溶胶与大分子溶液性质的比较；⑥大分子的溶解特

征及溶剂的选择原则。

III 有关说明和实施要求

一、关于“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中有关提法的说明

在大纲的考核要求中，提出了“了解”“熟悉”“掌握”等三个能力层次，

它们之间是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它们的含义是：

了解：要求考生能够记忆本课程中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主要内容，并能够熟

悉和理解本课程中规定的有关知识点的内涵与外延，熟悉其内容要点和它们之间

的区别联系，并能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解释、说明和阐述。

熟悉：要求考生应该掌握的课程中的知识点。

掌握：要求考生必须掌握的课程中的重要知识点

二、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物理化学》（第 9版），崔黎丽主编，人民卫生出版

社，2022 年。

三、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课程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内容多、难度大，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应注意

以下几点：

1.在学习前，应仔细阅读课程大纲，即课程的学习目的，学习要求，考核知

识点与考核要求，使学习能紧紧围绕课程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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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阅读某一部分教材内容前，应先认真阅读大纲中关于该部分的自学要求、

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注意对各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

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3.本课程中涉及一定的计算题，要求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和理科思维。教材中

的公式不要求会推导，但是要求清楚公式的适用条件，不同的公式适用的条件差

异很大，建议考生一定要多关注书本上的例题，理解解题思路，同时做一定量的

练习题以巩固公式的学习，练习题推荐教材中的课后思考题和习题。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所提出的总的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层次，并深刻理解各知识点的考核要求。

3.对考生进行辅导时，应以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以考试大纲为依据，不要随

意增删内容，以免与考试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考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对理科公式例题的讲解要注意教授

方法，使考生学会思路，举一反三。

5.辅导时要注意基础、突出重点，要帮助考生对课程内容建立一个整体的概

念，对考生提出的问题，应以启发引导为主。

6.注意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

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

五、关于命题和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部分所提到的考核要求中，各条细目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

到章节，适当突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试卷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试题所占的比例大致是：“了解”20%；“熟

悉”40%；“掌握”为 40%。

3.试题难易程度要合理，可分为四档：易、较易、较难、难，这四档在各份

试卷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2：3：3：2。

4.本课程考试采用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及计

算题等（见附录）。

5.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为

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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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和不带存贮功能的普通计算器。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在一个绝热刚性容器中，发生一个化学反应，使系统的温度升高、压力增大

A.Q > 0, W > 0, ΔU > 0 B.Q > 0, W = 0, ΔU > 0

C.Q = 0, W > 0, ΔU < 0 D.Q = 0, W = 0, ΔU = 0

参考答案：D

二、填空题

1.大分子的链结构包括近程结构和 结构。

参考答案：远程

三、名词解释

1.物种数

参考答案：平衡系统中所含的化学物质数。

四、简答题

1.固体表面的吸附可分为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两种，它们的异同点。（从吸附力、吸附

热的大小、选择性、稳定性和吸附速率五个方面）

参考答案：

（1）化学吸附的吸附力是由吸附剂与吸附质分子之间产生的化学键，物理吸附是分子

间作用力；

（2）化学吸附的吸附热较高，接近于化学反应热，物理吸附的吸附热较小；

（3）化学吸附有选择性，物理吸附无选择性；

（4）化学吸热很稳定，一旦吸附，不易解吸，物理吸附不稳定，容易解吸附；

（5）化学吸附速率较慢，物理吸附速率较快。

五、计算题

1.已知雷公藤甲素注射液的降解为一级反应。338.2 K 和 358.2 K 时速率常数分别为

1.72310-3 h-1 和 8.71410-3 h-1 。求：

（1）338.2K 时，雷公藤甲素降解 10%所需时间 t0.9；

（2）该降解反应的活化能。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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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2 K 时， 降解为一级反应，

ln
100%

100% − 10%
= 1.723 × 10−3 �0.9 ln

c0

c
= ��

t0.9=61.15 h

（2）

Ea=81.4 kJ/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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