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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各 各 乃至 科技，人们广 地 用

。生活中 常 的 有铁、 、 、 、 以及 的 ，

为常 的还有 和 等。

的用途为什么这样广 ？它们有哪些重要的性质？常 的

一些 是 样 矿物中 的？为什么许多 被 ？

样 的 ？或许 个问题 经引起你的 ，或许 个类

的问题 经 你 不 其解。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

始对 世界的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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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随 可 由 （metal） 成的用 。你知道

各种用 的 是如 到的？自然界中 有 的 以 质

在，人们如 到大量的各种 ？用于 的 是什么？

们 经知 ，地 主要由各 组 。 通 由一 或 矿物组
，组 的矿物有 。矿物是由地质作用 的， 有相对

定的化学 分和 定的内部 的天然 质或化 物。
矿物的 类 ，外观各 ， 质更是千差 别。在 、 、光 、
度、 、 度、密度等方面，不同矿物 有各自的 点，上述 可作

为识别矿物的 据。
在自然 中， 大 金属以化 物的 在于矿物中， 、金、 、 等

极 金属有 质（ 态）（图 - - ） 在。 上 能用来提 金属的矿物的
体 矿 （图 - - ）。从矿 中加 提 金属 质的过程 为金属 。

图1-1-1 天 天

矿（ 化 ） 矿（ 化 ）

方 矿（ 化 ） 矿（ 化 ）

图1-1-2 几种 石

素：又 金属。 素 期表中第 的 素，是包括 、 及 系 素等

素的 。

国金属矿物 类 全， 量 为 。其中 、 、 、 、

等的 量 前 ， 、 、 的 量之 于 。此外， 国的

矿 量 ， 矿 和 素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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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与人类文 的进步和 们 天的生活 有 分密切的关系，是人类不可

的重要资 。 的 ， 的使用，以及其后各 金属 、 、 、

的 ，一次又一次 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 要以对相应矿物的认识

为前提。 人 意 “ ” 的“ ”能够 时，人类由此获得了

一 极为重要的能 。 天， 在 们的生产和生活中 是不可 的。

由于矿物 的过程极为

，通 将矿物 作不可 生的

资 。矿物 是开发的 要条

件， 此有开 价值的矿物 量

分有 。根据 探 的 量

目前 的 度，科学家们

一些矿物可供开 的时间 经不 了（图 - - ），需要 们 外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地 物 、 ， 者 、 人 等

， 所 地 的 物 、 、 、

的 工 等。

的 中， 的 学 生 样的 ： 大 的

大， 不是 地 为 地 中

成 值的 是

常 的 ， 和大 分 。

中

观察 的 ，从 、 课 ，从家用电 用 ，从

、 、 生产中使用的各 ， 要用 。

是地 中 量 为 的 素之一， 地 质量的 ，它的矿

主要是 矿（主要 分是 ）、磁 矿（主要 分是 ）和 矿

（主要 分是 ）等。

的 方法是 法。现 主要 用高 法， 上用高

法生产的 产量的 以上。此外 有电 法。

图1-1-3 开 的

不足 年
不足 年
不足 年
不足 年

不足 年
不足 年

年 不足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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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的 学 。

： 、

、 、 、 粉

、 、 和

（ ）。

： 1 1 4所 ，

量红 的 粉

， ， 后

粉 。当红 粉 成

粉 ， 。 的物 后， 。

：

1. ， 生成 物

2. 把 粉 白 上 ， ， 粉

。 粉 是 物

： （ 2 3）  （ ） （  ） （  ）

图1-1-4 铁 的化 原理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上用高 ， 料是 矿 、 （ ）、 （主要 分

是 ）和 。 热 入 中，与 应生 的一 化 在高 能

矿 中的 ，使 出来。

了 以外， 、 、 等金属 可以用热 法 。

人 的 ，是 1 200 （当 的

） 把 成 ， 中 和

生的 。18 ， 代 于 成

， 量 。

（ 1 1 5）是 代 的 。从 中 出的

的 为90 95 ， 是 。 的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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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不 ， 大部分 成 。 大，

所 的 为 成， 此人 代

的 。

是 与 的 ，含 量为0.03 2 ， 含 。

是 下把生 的 和 成

去。 代， 的大 生 是 的 来

的（ 1 1 6）， 代 和 。

图1-1-5 高 铁 图1-1-6 钢

对一些不活 的金属，可以 用加热分解的方法从其化 物中 出

来。 加热 化 得 质 ，加热 化 得 质 。

加热

加热
化 （ ） （ ） （ ）

化 （ ） （ ） （ ）

、 、 、 等金属的化学 质活 ， 定的化 物，一般要用

电解法 能从 的化 物中制 金属 质。

化 （ ） 金属 （ ） （ ）
通电

化 （ ） 金属 （ ） （ ）
通电

由此可见，各 金属的 方法通 于它们的化学 质。金的化学

质 定，在自然 中 以 质的 在。用 金 物是获得 金

的 方法（图 - - ）， 在 上 地方使用。

的矿物主要有 矿、 和 矿等，一般 要将 矿 加热 能

得 ， 用电解法 可得 度 高的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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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的 、 、 等 面

和 ，

2. 的大量 核 是人 的 ，

为 可 的 是

的

化 一 化 二 化
高

们以矿物 金属的转化为 来学习用化学用 表示化学 化。

化 与一 化 发生的化学 化， 们可以用不同的方 来表示。

： 化 与一 化 发生化学 应，生 和二 化 。

表

高

样用化学 来表示化学 应的 子 化学方程 。

电解 的 化 和 化 的化学方程 ：
通电

通电

图1-1-8 图1-1-7 

为了 地 和 述 化学 应，可以 它写 面的 ：

何 书写化学方程 们以 通电分解生 与 的化学方程

为 进行 述。

（ ）用化学 表示参加化学 应的各物质， 在 应物和生 物之间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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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一条 。

（ ）根据化学 应前后 子 类和 目不 的 ，在 应物和生 物

的化学 前 上适 的化学计量 ，使 应前后各 素的 子 相等。

（ ） 化学 应的条件 点 、加热（ 用 表示）、光照、通电

等 用文 或 号在“等号”上 。 生 物中有 体 出或有 生

， 在 体或 物化学 的 分别用“ ”或“ ”标 。
通电

下面 学 ， 和 学 。

二      

   

1. 与 的 中， 成 ，

量 是 的 是

2. 生 常 ， 之后， ，

的 之后，所剩 的 量 小 ， “

掉”的 部分物

3. 学 中 物 生成，生成物与 物 量上

在实验中进行定量分析，是 科学的重要 之一， 是 化学得以

立的前提之一。 定量实验的方法，可以 究化学 应前后 应物和生

物之间在质量上是 在 关系。

与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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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中

： 学 后 物和生成物的 量 。
： 、 、 、 、 、

、 、 、小 、 、 、 。
1. 出 ： 下面的 ，作出 的 。

：物 生 学 后 量 （ 不 ）

： 。

学 ：1673年， 国 学 口 中

， 学 后物 的 量不 等。1777年， 国 学

中 ， 学 后物 的 量 等。

2. 定研究 ： 选 下面 学 作为研究 为

2  （ ）2  3  2

2 2   2 2   2

通电

  4    4

3  2   2  2   2

3. ：根 选 的 ， 。
4. ：选 下 ，按照 的 。

图1-1-10 铁 应 的测图1-1-9 应 的测

3  2  2   2   2

  4  4 

5. 录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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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果与 是 的 是

（2） 1 1 9 中的 上 皮

（3）为 准 ， 的地

（4） 为 出 的 出

：物 生 学 后 量 （ 不 ）。

科学家们通过大量实验 ：参加化学 应的各物质的质量 和，等

于 应后生 的各物质的质量 和。 质量守恒定 （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物 生 的 量 ，自 来 是科学 和

的 大 。 于 定 的含 ，1750年 国科学

（   1711 1765） 所表 ：“自 生

的 是 样的 ： 物 去掉 ， 物

上 。” 是 的 根 。 科学

的工作中， 国科学 的工作是 出的。 的

、 中 自 地 和 量 定 。1777 1778

年， 研究大 成的 中， 的定量

定 。 后，人 的测量 大量 的

， 定 。

量 定 是人 物 学 中的 量 定量

研究后 出的 学 本定 。 量 定 成为定量地

学 的 。 学 中物 量 ， 学

，物 不 生， 不 所 。 从 学 的

中， 人 的 学 ：物 不 。

化学 应为 在着质量守恒 是 为化学 化的本质， 是参加

应的各物质中的 子重新组 而生 新物质的过程。在化学 应中， 素 类

不 ， 子 目不 ， 子质量不 ， 以 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 和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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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电条件 生 和 的

应，其实质是 分子的 子和 子

进行了重新组 ， 分子和 分子。化学

应前后， 、 子的 类、 目、质量不

。 此，参加 应的 的质量等于生

的质量与生 的质量之和。

1. 量 定 下 ：

（1） 后生成的 来 的 量 。

（2） 生 后 量 。

2. “ 油、 油（含 、 等 ）， 人，

， 之 。” 是 。

出科学、准 的 。

根据化学方程 表示的化学 应中各物质的质量关系，可以进行定量计

。 计 在 生活和生产中有重要的实 应用。 ，在 金属时要

知 矿 料能生产出 金属，生产化 时要知 需要 入的各 料

的 等， 些 要根据 发生的化学 应进行 要的计 。

1：电解 可以得 。 电解 ，能得 千

解：设得 的质量为x。
通电

x

x

 x
：可以得 。
2：高 的主要化学 应是：

高

。 要得

质 的生 ，需要 化 千

解：设需要 化 的质量为x。
质 的生 中 为： -

图1-1-11 电 水的微观示意图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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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x

x
 x

：需要 化 。

化学方程 是重要的化学用 ，它能从“质”和“量”两 方面表示 体

的化学 应：表示 应物在一定条件 转化 生 物；表示 应物、生 物各

物质之间的质量关系。 化 与一 化 应的化学方程 有以 三

方面的 义：

（ ） 化 与一 化 发生 应生 和二 化 。

（ ） 一 化 分子与三 一 化 分子 应生 两 子和三

二 化 分子， 之 ： ： ： ：：：。

（ ） 质量的 化 与 质量的一 化 全 应生 质量

的 和 质量的二 化 ，质量之 ： ： ： ： ： ：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自 、 自 所 成的 的 。

2. 下 学 是 ， 的 。

（1） 中 。

  2  2

（2） 中与 生成 。

2   3 2  2 3

（3） （ 4 3） 分 生成 （ 3）、二

和 。

4 3  3  2  2

3. 成下 学 的含 。

（1） （ 成分是 4） 生成二 和 。

（2） ［ 2（ ）2 3］ 分 生成二 、

和 。

4. 工 上 从 2 3的 量分 为80 的赤 中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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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 吗？ 的用途与 的

物理性质密切相关。 你 据经 ，在下面 的用途与有关的物

理性质之间 上 线

200 含 96 的生 ， 赤

5. 工 上 的 生 。 100

生 克 可 克
通电

2    2

金属 有一些 同的物理 质， 的导电 、导热 、 展 以及

的 光 等。

不同的金属 有一些 的 质， 大 金属 ，而

，金 ； ， 、 等 大 金属为 体，而 为 体。

分析 的 ， 出 物 的 ，

的 ， 的 作出 。 下 。

1. 为 白 中

为了 生产和生活的各种 要，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 改进

的性能？

电 、 力 、

展 导热 导电 金属光

图1-2-1 

分析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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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 中 的是

3. 为 和 的 品

（ 成 ）： （ ） （ ） （ ） （ ）

（ ） （ ）

（ 成 ）： （ ） （ ） （ ） （ ）

（ ） （ ）

（ 1 ）

9 7 4 5 3 2.7 2.5 2.5 2.1 1.5 0.4

各 金属 有的物理 质， 定了它们在生产、生活中有 的用

。 ，金属 的 点高 ，而 有 的 展 ，可以

，人们将它制 用于照 。金属 的 点 有 ，人们 用 一

制 。 （ ）在 态，密度高，不 ，而

在整 态 内体 度 高而 ， 计和 度计 是 用 些

制 的。 导电 而 为 定，在电 和电子 上 广 用于

、 电路， 用于电 和 导体 。金是 展 的金属，

金可以 出 的 。金 可以 度 有五 分之一 的

金 。金 有极 的 热 能，可用于人造 星的 度控制， 用在

的 目 和 的面 上。

（ 2 ）

22.48 18.88 13.59 11.34 10.5 8.92 7.86 2.70 1.74 0.534

（ ）

 

3 410 1 535 1 083 1 064 961.6 660 648.8 97.81 38.87

（ ）

  

5 660 3 080 2 750 2 567 2 467 2 212 1 107 882.9 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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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的各 用 不 与它们的 质有关，同时 于其来 是 、

加 是 方 、 本和价 的高 ，以及 料回 和对 的 等

素。 的导电 最 ， 通 不会用 导 。

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文

和 ，人 的 代。

5000年，人 自 ， ， ，

可 工成工 ， 是不 。

4000年，人 学

。 3000年 后，人

与 量的 ，

， 可 ， 于

和 ， 是青 的 来。

、 工 的 ，人

从此 青 代。

人 的 来自 。 ， 中

所 上 的 ， 是 2900年 ； 国 代中

的 青 ， 中所 的 是 。

为，不 于 1500年，生

地的 人 的

， 大 12 ，

和 ， 后

地中 国 。 国

的 ， 的 和

。 8 ， 、 、 的

、 所 ， 成为 的 大 国。

学 ： 大的 国。 国 代，

代 是 代青 的 的。

子生 地 的 人 的 作 。

图1 2 2 的

图1 2 3 的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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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认识和使用金属的过程中，发现 金属的 能 不能 足生活和

生产的需要。为此，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制造出了 有 能的“新型金

属” 金（ ）。

金是由一 金属与其 金属或 金属 而

的 有金属 的物质。通 的“金属材料”

是各 金属和各 金的 。

千年前人们 意 ， ， 在 然中

发现加入适量的 后可以 得 ， 是 的由

来，它是最 通过技术 获得的 金（图 - - ）。

生 和 （ ） 是 的 金。生 是 量

高的 金，它的 度 高， 是 ，容 。 的 量 于生 ，

用，用 广 ，是现 的 。根据组 素的不同， 可分为

素 与 金 。 素 有 的 素， 量的 、 以及 些

质。在此基础上为改 能或获得 些 而加入适量的一 或 素（

、 、 、 、 、 、 、

等）而得 的 为 金 。不 一

般是 、 的 。

不同的 金 有不同的用

， ， 量 时， 会

得 有 ，是重要的 材

料，可以用来制作 的 、

和 的 、 、 等。

所 的零 20 000 ， 中大 6 7是 ，

中， 4 5。 于 的不 部 的

不 的 ， 于 的 的 工 ，

于 的 的 。 为 于 的

样的 于 （ ）的

样的 人 是 样的 的

图1 2 4 最 的

图1 2 5 的

化 料 金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7

的 ， 使 度高 以上， 能 高的强度。高 转的

， 高 的 、 等通 用 制作。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 ”的 大

343 ，“编 ”“

”的 “ ” 4.6

。 4.6 的 中

24根 子上（ 1 2 6），

样的 子

此大的 量 不 是中

国 科学 、 的

， 是 的 。

根 的 ， 果 ， 220 ，

工 的 量 8 。 ，不 不 于 ，

。 定，“ 460” 是 的选

。“ 460”是 ， 460

生 ， 大， 生 大。 是

国 上 “ 460” 的 。

的科研人 年 的科 ， 后3 于 成 。

400 “ 460” 成 “ ” 中 的 部分。“

” 部 的 量为4.2 ， 工 的 量 11 ，

1 国 。“ ”是地地 的“中国 ”。

图1-2-6 的钢铁材料

， 时密度为 ， 有

的导电 、导热 和 展 。 相

而 强度不大， 有 量 和 的

得相 ， 此 金 广 用作

件、 材料、 用 、导电体和

加 设 等。
图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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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 为 的一 ，电导 和热导 ， 有强度高、密度 和

等优 的 能。 能

与大 金属和 些 金属

组 金，有些 金的强

度 过了 。由于 些

优点， 及其 金 为制造

、宇 、导 和

等的 部件的理想材料（图 - - ）。

资 料 卡资 料 卡

能 铁

腐

表示 性

图1-2-8 的应用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把 作小 的 ， 的微 中 ，

小的 子 、 、 、 等可 中， 成

。 的物 中 微 的 作

， 子 别 ， 此

的 。

中 成，可 人

所 的 。 国 代“ ”工

中 和不 来调 中

的含量， 的 ， 是成

“ 成 ”的科学 。 图1-2-9 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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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 金的 类 来 ，用 来 广 ，它

们 了 们的生活 动着社会的进步。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地 中含量 的 是 ；人 中含量 的

是 ； 、 的 是 ； 大的

是 ； 的 是 ， 的 是 ；

大的 是 ， 小的 是 。

2. 的物

3. 是 可 代 白 中的 。

4. ， 下 中分别 的

  、   作

5. ， 定下 的 成分。

的黄   的不

于 、 的

你知道 用的 意 吗？ 生 的现象 常 ，你知

道其中的 因吗？我们 如 科学 理地 用 ？

中

品的 ， 的 ，

分析 ， 和 学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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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见过 样的现 ：家中的 制 （ 、 制 ）中 了

又未及时 ， 制 发生了 的 。 知 是为 是 为

有 酸， 是它使 发生了 。

酸是一类重要的物质。 金属与酸能 应以及 应的强 是 量其化

学活动 的重要标志。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

： 、 、 、 、 、 。

：

、 、 的 是 。

的 是 。

：

1. ， 等 的

。

： 腐

， 小 。

2. 、 、 小 ，

后，分别 的 中， 录

（ 1 3 1）。

图1 3 1 铁 的 应

物

与

与

与

：

1. 是 生 生的 是 样 是

生

2. 果把 成 ， 是

：

、 、 的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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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金属会和酸发生化学 应， 此不能用金属制 期 酸

。此外，金属 能与 些盐 发生化学 应。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与 的 。

： 、 、

、 、 。

：

1. 中分别 定量

， 、 分别

中， 作 录（ 1 3 2）。

2. 中 定量 ， 后 中，

作 录。

图1-3-2 的 应

物

与

与

与

：

1. 果把 中，

2. 与 、 与 后，物 的 生

实验 表 ， 、 可以和 酸 发生化学 应， 和 的活动

强于 ； 可以和 酸 发生 应， 的活动 强于 。化学家们经过

科学 究， 出了 见金属的化学活动 （ ）。

在金属活动 表中（图 - - ），排在 前面的金属 能 换酸中的

，排在 后面的金属不能 换酸中的 。表中金属的 前，它的活动

强， 容 与酸、 等发生 应。 于前面的金属（ 、 、 外）

能 于后面的金属从它们的盐 中 换出来。

图1-3-3 动性

（ ）

金属活动 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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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活动 可以作为金属能 在 中发生 换 应以及电 、

、金属 等的 据。

金属与酸的 应和金属与盐 的 应， 是一 质和一 化 物 应

生 了 一 质和 一 化 物， 一类 应 换 应（

）。

（ ）

质 化 物 化 物 质

1. 样 ： 和 出， 中 瓜果的菜

、 菜的 和 。 后 中，

生 为

2. 中 未 的自 和 学 常 的自

， 别 部 的 别 为

有及时 的 制 和 上容 产生 的 ， 是 生 的

现 。使 发生 的 素 ，主要 素是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定 生 的 。

： 、 、 （ 的 ）、 、食

油、 。

说明：本 成， 上分别 ，

。

： 生 的 是 。

：

1. 的 分别 和 中，

分别 于下 ：（1） 中， 口

1 样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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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 食 油

中；（3） 全 中；（4）

中 ， 部分 中，部分

中（ 1 3 4）。 为

的 下， 中的 ， 每

中。

2. 和 录。

铁 1 2 3 4

在 中 ，实 上主要是 与 中的 、 等物质发生一系

的 应，使 转化为 的化 物的过程。 的主要 分是 化

物（ x ），它是一 的物质， 和 能 过 内部

， 全 。外 中有酸（ ）、盐 （ ）、海

、 等， 会加 的 。

、 以及各 制 生 后会 使用。在海上 行的 体

容 生 ， 不加以 和及时 修，时间久了将会产生 重的后 。据

计，全 年由于 造 的 年 产量的 。

金属 、回 用 金属与增产是同样重要的。

1. 自 的 部分 可 防 为

， 和 学 。

2. 的 常是 的， 量 的 是 的，

不 ， 常 。 是为

： 下 生 的

： 生 的 是 。

图1 3 4 探究 铁 发

生 的

1 自 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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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或 金属 ，可以改 金属制 使用和 的 ，使其

或 的 ，使用后及时 ； 可以在金属表面 盖

， 、 ， ， 、 、 等金属。此外， 可以将金属制

金，改 能。现 大型 的 体通 使用各 材制造，海 对 体

的 是一 的 题，需要 用其 的化学 方法。

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活 的提高，人们使用的金属在 量和 类上

来 。 、 、 金属 和各 的家用电 ，大

的 中 的 ，现 社会 天产生 大 量的金属

物（图 - - ）。它们中的大部分（ 其是 大

的金属 物）通 分类回 ， 由于各

， 有相 一部分金属 物 同于 通生

活 天 或 ，有的 意 。

些金属 用大量 地，更为 重的是，

金属中 有 、 、 等重金属，它们会

入 ，进入 流、 ，造 重的 。 图1-3-5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工 的不 ， 成为 国

的 。20 90年代后 ，人 中 的 和

值 出20 300

的 常是 的 和 、 等，含

的 是不 的 。1953年 1956年， 本 本

续 人 的 ： 者 口 不 ， ，表

， 、 、 常， 后 ， 中

去。调 表 ， 是人食 含 的鱼、 成的。

的 是 和 的 、含 的 含

品的 等 。 的 含 的 品、含 的 、

含 油 、含 等的生 。 是 于人 的

， 作 ， 人 生 ， 的

为零。 于 中 的 ， 成人 和

。 食物 人 ， 作 所和附 ，

物 可 。 出的表 是

当大 的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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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社会对各 金属 增 的需求相 ， 有开 价值的金属矿物

分有 ， 以在发展 的同时，提高资 的 用 、提高金属 物的

用和 理 ， 得 重要。在发 国家，金属 物 经 为

金属与 金的重要来 之一。据 ， 用 ，可 矿 、

、 。回 金属不 有一定的经 ， 是一项

资 、改 、造福人类的事 。

1. 调 所 的社 每 生 是 样

的。

2. 下 月中 掉 、

品。

3. 为自 可 为

为了 金属资 ， 们可以从 方面 起。 或 金属制

，加强 金属的回 和 用； 理而有计 地开 金属矿物，可 地

用金属资 ； 金属材料的 用 ， 料、 等。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下 物 是 生 学 。 的，分别 出

学 ，不 的 。

、 、 、 分别与

、 、 、 分别与 4

2. 为 、 、 等 ， 大

自 中 物的

3. 的 物 为

4. 学 的 表面 绿 物 ， 小 去后

见 来红 的 ， 分析绿 物 是 ， 物 是

生成的， 样 去。

5. 、 、 ， 果把 、 分别 中，

生 ， ； 果把 、 分别 中，

表面 析出， 。根 上 ， 、 、 的

。

1 调 所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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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 、 ，我们 不 生，你知道哪些物质 于 、

、 ？ 、 、 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各具有 样的性质？我

们 样才能 地 用它们？

日常生活中我们 到下图 示问题，你 过其中的 理吗？

这些生活中常用的物 中都 有 、 、 等 常重要的化学

物质。我们了解它们的性质，就能 科学、 理地 用它们。

不 用 大理石的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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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年 下 的学习中，我们用 指示

了 的 性，知道了有些 性，

你还知道哪些 性的 吗？在科学 和其他

程的学习以及生活中，你 到过哪些 ？ 具

有哪些性质？

中

图2-1-1 测 的

性

常生 中， 常 “ ” ， ，

饮 ， 是 的， 子 等等。 为 是“ ” 样 别

物 是不是

图2 1 2 生 中 的不同的

有酸 ， 、 、 子等 有酸 ，酸 有一定的

。科学家 究了 些物质，发现它们 有一类 的化 物 酸。

用的电 （ 电 ）

有 酸

一些 中 有有 酸中 有 酸 酸 中 有 酸、

酸，会 物

酸在生 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生产生活中有广 的应用。 子和

中 有 酸，又 生素 ， 生素 会引起 。 酸是

生 需的物质，广 在于 物类 中。酸在人体中有 重要的

作用，同时 是 谢的 物。人的 有盐酸（ ），

常生 中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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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化 质。 时，经过激 运动的 会产生 酸。 用的电

（ 电 ） 有 酸（ ）。 中 有 的 酸。酸

中 有极 量的 酸和 酸。

通 情 ， 有酸的物质 有酸 。 然在生活中 们可以 或 一

些 有酸的物质， 是科学家从不用 或者 的方法来 定 物质是不是

酸。科学实验表 ，可以用酸碱指示 、 和 等来 别酸。

中

盐酸、 酸、 酸是实验 中最 见的三

酸（图 - - ），它们在 上 统 为“三

酸”，是 重要的 料。

图2-1 3 实验 中的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常见 的 。

： 、 、 、

、 、 、 、 、 。

：

1. 、 和 的 、 。

2. 的 ，

3. 中 5 ，

分别 、 、

1 ，小 地 ，

4. 上分别 量 （可

上 中 的 ），分别 2

和2 ， 。

图 2-1-5 中 指示

盐酸

酸

酸

图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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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学

中 后的

后

后

：

1. 中分别 、 、 ， 样的

的 ，

2. 、 、 成和 上

与其 酸相 ， 酸表现出一些 的 质。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的 。

： 、 、 、 、 、

、表面 。

图2-1-6 的特性实验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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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分别

，

， 录。

：

1. 、 、 、 中 含 、

、 上 后，生成的 物 是

2. 样的

酸 有 强的 ，能

、 、 材等物质中的 、 素，生

和 。使用 酸时要 分 ，用

酸 制 酸时， 作要 。 酸在

过程中会 出大量的热， 此一定要

着 或容 将 酸 入 中，

不 ，切不可将 进 酸中（图

- - ）。 不 将 酸（或其 的 酸、 酸） 出，要 ，按

照科学方法 理（图 - - ）。

大量酸 在实

验 上： 上适

量的 酸

用

量酸 在

实验 上：

用

图2-1-8 的 理方法

酸 或 物上：

用大量

酸 入眼 ：

立 用 （不能用 眼 ），

要时 生

酸 进入眼 ：

立

与 酸一样， 酸和 酸 有 强的 ，表现出一些

有的 质。

图2 1 7 的 作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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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究 （ 和 ）的 学 。

： 为 与 物 生  。

的 是 。

（ ）： 、 、 、 （

）、 、生 的 （ 的 成分是 ）、 粉

、大 、 粉 、 、 、 。

的 ： 。

自 选 、 可的 ： 。

：

1. 分别 1 和 ， 量的 ， 。

2. 样的 ， 与 和 的 ，

。

3. 分别 1 和 ， 量 粉 ， 。

4. 样的 ， 物 与 和 的 ，

。

：

：

1. 可 与 生 ，不 与 生

2. 与 、 生 ，

3. 与 、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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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酸 能与 、 、 、 等活动 强的金属发生 换 应，

出 ，同时生 一 为盐（ ）的化 物。 是 酸或盐酸不能与

样不活 的金属发生 应。

酸（盐酸） 活动 强的金属 盐

酸、盐酸能与 化 、 化 发生 应。 化 与 化 是由一

金属 素与 素组 的化 物， 们 其为金属 化物。 酸大 能与金属

化物发生 应，生 相应的盐和 。

酸 能与 酸 、 酸 等 酸盐（ -的盐） 应生 二 化

体、 和相应的盐。

1. 、 成和 上 之 。 可 地

出 的 ， 与 学 。

2. 中 、 等 与 的 ，

的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品 ， 生 中 品中含 。

2. 红 是 的， 预测 的 红 的 ，

的 ， 中 成 小 。

3. 为 腐 大 和 出含 的 与

大 和 生 的 学 。

4. 人 常 生 （ ） 的 生 ， 中的

是

1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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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 生产和生活中常 的一类物质。你

知道哪些物质 于 ？你在科学 和其他 程的

学习过程中以及生活中 到过哪些 ？ 具有

样的性质？

化 （ ）、 化 和 是

实验 中 用的碱。

图2-2-1 用

中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图2-2-2 实验 中的

： 常见 的 。

： 、 、 、 、

、 、 、小 、 、 、 。

：

1. 的 ，

小 地 的 。

2. 分别 量 、

， 的小 中（ ），

的 、 。 后 续 （

2 2 4）。 图2-2-3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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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 的 中分别 量 ，

， ， 中的 。

4. 分别 量 、 、 ，

指 ， （ 后 指 ）

5. 分别 量 3中 的 ， 中 。

6. 分别 量 3中 的 ， 中 。

图2-2-5 中 指示图2-2-4 化 体在 中的变化 

从 中 出的 体 一 时间之后的 体

7. 把 羊 中， 中 ，

2 3 ， 羊 的 。

：

钙 水

（ 的） 学

中的

中的

指

羊 的

中的

：

1. 的

2. 

化 是 体， 于 ， 解时 出热量。 在 中的

化 体容 分，表面 步 解， 现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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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对 、

、织物等有强 的

（图 - - ），使用时

要 别 。 不 将碱

在 上，应用大

量 ， 上 酸

。要 别 意不要 碱

眼 。 眼 不 入碱 ，要立 用大量 ， 要时

生 。

化 或 ，是 ， 于 ，其

。 化 对 和 等有 作用。

有 激 ， 发， 在 中有 生 。

碱 ， 。

图2-2-6 化 的 性

的 在

化 中
后的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的 。

： 为 与 物 生  。

的 是： 。

（ ）： 、 、 （

）、生 的 、 、 、 、

、 、 、 、 、 、

、 、 、 、 、 、二

生 。

的 ： 。

自 选 、 可的 ： 。

：

根 面学习 中 的 的 成上

的 ， 物 分成 ， 后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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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

1. 不 与 等 为 的 生

2. 不 与 物 生 不 与二 生

3. 与 生

碱 一般不能与金属、金属 化物发生 应， 是能与二 化 、二

化 、三 化 等 金属 化物发生 应，生 相应的盐和 。

（ ）

于 的碱可以与一些盐 应，生 于 的碱和 一 盐。

（ ）

（ ） （ ）

（ ）

此外， 化 可以与 酸盐 应生 酸 。 化 、 化

等碱可以与可 的 酸盐 应，生 于 的 酸盐。

（ ）

（ ）

面的 究 ， 为 和 生 把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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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表 ， 化 和盐酸发生了 应，生 了 化 和 。

用其 酸和碱进行实验， 能发生类 的 应， ：

（ ）

（ ）

在 些酸和碱的 应中，生 物中 了 以外， 有

化 、 酸 、 化 等盐。酸和碱作用生 盐和 的

应， 中和 应（ ）。

中和 应在 生产和 生活中有 分重要和广

的应用（图 - - ）。 改 的酸碱 ， 根据

的酸碱 和 物生 的需要， 用中和 应 理，

中加入酸 或碱 物质， 的 控制在最适
图2-2-8 中和

应在生 中的应用

人时产生碱

物质，用 量的

酸（ ）来中和，

可以 解

， 生，

是 的土 中 量 物 可

土 的 ， 是为 和

生

的

： 、

、 、 、 、 、

、 。

：

1. 量 中， 后 。

2. 中 ， 不 ，

的 。

3. 后的 ， 上 ，

：

1. 可 和 生 学

2. 上的物 是 的

的 是： 。

的 是： 。

图2-2-7 用 石

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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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之内。中和 应 广 应用于 生。 人的 酸 ，有

于 物 化， 酸过 会使人感 不适，可以通过 用碱 物，使

碱与 酸 应生 的中 物质。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人 为 的物 是 。

1663年， 出 是 的，

为红 ， 物 的 。

18 ，人 与 作 生成

中 物 。

1787年， 分析 、

、 等 的成分后， 出 是“含

的 物”。

1810年， （    

1850 1934）根 是不含 的 ，

含 含 ， 出“ 是 不

可 的 ”。

1887年， （    

1859 1927） 出 中 出的 子全部是

子（ ）的物 是 ， 中 出的 子全部

是 根 子（ ）的物 是 。 中和 的

是 与 生成 ， 生成 。 代 此 生。

波

拉

常见的 和 的 后， 和 的

和分析生 、生 中的 和 。 分析下面 ，作

出 与 学 。

1. 是 的工 ， 的

斯

常见的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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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 ， 的

， 的分析。

2. 下面是 于“ ”的 ， 。 为

中的 成分 于 物 的 是

的 测。

（ 2 2 9） 本品 于 、

所、 、 、 的下 ，

、 、 等作 ， 别是 油 、

成的 的 果， 是 的 ，

、不 、 等 不 成 。

的 ， “

” 的 口 ， 后 下 ，30分 后可 大量的

下 。 皮 本品， 果本品 皮 上

中， 大量 。 与 （ 物 ） 。本品

， 出 “ ”（ ） 。 后 。

图2-2-9 管 通

酸和碱在 生活和 生产中有广 的应用。酸和碱是重要的化

料， 是重要的化 产 。盐酸、 酸、 酸和 碱是 上广 使用的酸和

碱，它们的产量在一定程度上 了一 国家的化学 发展 。

金属表面 制造

化 产

产

织产

产

产

图2-2-10 和 的用

金属

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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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中 的 常 ， 成分是 。

为可 中的 物 去

2. 作 是 生的 学

3. 的 ， 为

中不 分， 二 。 出 的 学 。

4. 者 ，医生 含 的

， 为 出 生 的 学

。

5. 中 标 的 ， 中 是 ，

为 ， 分

对于 ，你已经 常 。你知道什么

是“ ”吗？你在生活中还 过哪些 ？它

们 在于哪里？具有 样的性质？

酸和碱的中和 应，生 物是盐和 。 的盐 不是指 生活中 们

的 盐，而是指一类化 物，它们是由来自碱中的金属 子（或 根

子）和来自酸中的酸根 子组 的， 化 、 酸 、 酸 、 化 等

属于盐。

盐的 类 ， ， 有 酸根的盐（ 、 等）统 酸

盐； 有 酸根的盐（ 、 等）统 酸盐等。 可以 据组

盐的 子 盐分为 盐、 盐、 盐等。

图2-3-1 化 在生 中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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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3 石 石的用

制

材料

制

们在生产生活中经 用 各 各样的盐。 盐使 物 得有 有 ，

用的大理 、用于 的 属于盐，大 化 是盐（ 化 、

酸 等）。

大 盐类在 是 体， 有 的 （图 - - ）。

图2-3-2 几种 的 体

体 酸 体 化 体 酸 体

地 上的 盐主要 在于海 和盐 中。海 和盐 中 的盐， 了

化 外， 有 化 （ ）、 酸 （ ）、 化 （ ）、

酸 （ ）等其 盐类物质。

自然 中 在最 的一类矿物是盐类矿物， 酸盐类矿物，包括主要

分是 酸 的 酸盐类矿物（ 、大理 、方解 ）、 酸盐类矿物

和 酸盐类矿物等。

的盐类矿物 人类开发和 用 些资 提供了广 的天地。 ，

是一 有重要用 的矿物。 在于 区和 地 ，它的主要

分是 酸 。自然 中的大理 （ 玉）、方解 、 、 、 、

等物质 有 酸 。以 为 料生产的产 应用 分广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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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学习， 可 与 物 生

为 与 物 生 分别 出 的 学 ，

出 的 学 。

盐 金属
金
属

盐

盐能与 类别的物质发生 应。盐能与金属发生 换 应，生 一

盐和 一 金属。盐能与碱 应，生 一 碱（ ）和 一 盐，

酸 与 化 应生 化 和 酸 。盐 能与盐发生 应，生

， 酸 与 化 应，生 化 和 酸 。盐能与酸 应，

酸盐和酸 应时，有能使 的 体生 ， 是用来 别 酸

盐的 方法。

盐与酸的 应、盐与碱的 应、盐与盐的 应，以及前面学过的酸与碱的

应， 是两 化 物之间发生 应， 相交换 分，生 两 新的化 物，

类 应 分解 应（ ）。

在酸、碱、盐之间发生 分解 应需要 足一定的条件， 它们 相交

换 分 生 的新物质中有 、 体或 时， 分解 应 能发生。而盐与

碱，盐与盐之间的 分解 应， 足 应物 有可 一条件。

资 料 卡资 料 卡

部分 表

3 4
2

3
2

、 、 、

4 、

（ ）

面的学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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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3
2

2 不 不
2 微 微 不
2 不 微

3 不 —
2 不 不
2 不 不
3 不 —
2 不 —

— 不 微 不

（续表）

：“ ”表 物 可 于 ；“不”表 不 于 ；

“微”表 微 于 ；“ ”表 物 ；“—”表 物

不 生分 。

中

1. 根 生 ， 所 的 生 中 的 子。

2. 肥的 成分 是 。 出 所 的 肥名称和

作 ， 与 学 。

1

化 （ ）、 酸 （ ）、 酸 （ ）和 酸

（ ）是 们 生活中 的 盐。

化 是人们 生活中 不可 的 ，在 生产中 有重要应

用。 时 盐 不 是为了 的需要，更重要的是 化 在人体生理活

动中是不可 的。 化 在人体体 中以 子 在， 子（ ）对

内外 的 分分 、 进 内外物质交换起着重要作用； 子

1 根 生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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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主要 分，它有 进 酸生 、 化的作用。为 足人

体的 生理活动， 人 天大 需要 入 盐。 此 们 天 需

要通过 入一些 盐来 充由于出 、排 等排出的 化 。 是， 学

经 ， 期过 用 盐不 于人体健 ， 高 与 期 入过

盐有关。

酸 （ 碱、 ）、 酸 （ ）是两 用 广 的

盐。 酸 是 、大理 的主要 分，是重要的 材料。

织产

产

材料

制

图2-3-4 和 的用

发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是中国 学工 者之 。 于1921年

大学 学 ，为 中国的 工 ，

国 之 国，

工 。 此之 ， 国 的 不是来自

的 “口 ”， 是国 口的“洋 ”。

成 后， 和 的 下， 于

1926年 成 的 。后来，为 国的

， 研究， 人 的 ，成

与 来的 （ ）。 生为

国民 、 肥工 作出 大的 。

图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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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 有 物生 需要的营养 素， 是 着 生产发展的需要，

通过 不 充 中的 些养分。

在 作物 需的营养 素中， 、 、

需要量最大， 此 、 、 是最重要

的三 化学 料。 是 物体内一些重要

物质 不可 的 素， 物体内 生

质的重要 分， 质 需的 酸， 物

光 作用 的 素等 是 的物质。

用的 有 素 （ ） 、 酸

（ ）、 化 （ ）等。

是 物体内 酸、 质和 等 重要有 物的 素，在 物的

各 重要的 谢活动中 不了 的参与。 可以 进 物的生 发育，增

强 物的 、 能力。 用的 有 矿 （ ） 、过 酸

（ ）和 的 物 、 （ 和 的 酸盐）等 物质。

然不是 物体的 素， 是在 物的 和组织中 在的

量 高。 有 各 谢活动 进行， 进 物生 ，增强 、

能力的作用。 用的 有 酸 （ ）、 化 （ ）等。

了 些 、 、 以外，有些化 同时 有两 或两 以上的营养

素， 样的化 为 料， 酸 （ 酸二 和 酸 二 的

物）、 酸 等。

正
常

缺缺缺

图2-3-6 

生 的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分

： 学习 分 肥的简 。

： 、 、 、 、 、研 、

、 肥、 。

：

1. 肥的 、 ，小 地 。

2. 分别 肥的 。

3. 、 、 、 ，分别 量

， 后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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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分别 上 肥和 肥， 。

：自 录表， 录 的 。

： ， 分 肥的 简 。

用化 对提高 作物的产量 有重要作用， 不 理的 用会

； 用不 ， 会 化 流 而 体。 国是 大国， 面 着

人 、 地 、资 相对 的实 情 。 何解 用化 与 发展、

改 的关系 题， 生产的可 发展，是 们 重 的 题。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4 3、 4 3、 （ 2）2 肥中， 含

量 ， 含 量 。

2. 白 ，分别是食 （ ）和 面（ 2 3）。

中 的 分 来。简 、

和 。

3. 下 学 是 于 分 ， 。

（1） 和

（2） 和

（3） 和

（4） 和

（5） 和

4. 本地 部 肥的 ， ， 肥的

生 的 。

5. 学习 （ 、 、 等）、 物（

、二 、 等）、 、 、 等 物 的 。

物 之 所 生的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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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认识了不 物质，了解了它们的性质。物质的化学性

质 定了各种物质之间的转化关系， 据这些转化关系，人们可以

应用自然界中 在的物质 生产生活中 要的各种物质。而自然

界中 就 在着许多 的 及物质的转化，这些转化对人类

而 具有重要的意 。

让我们一起探索自然界中的物质转化，在实 中研究物质的转

化， 地应用物质的转化 要的物质，利用物质转化中产生

的能量， 我们的生活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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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 的大自然中 在着 样的 物质、 物质的转化关

系？这些转化具有 样的重要意 ？你能在实 中实现一些物质的转

化吗？你能 中感受到化学科学的 性吗？

中

自然 中 在着各 素的 及其组 物质的转化， 及其化

物、 及其化 物的转化等。 些物质的转化使自然 ，对人类 有

重要的意义。

是 生物体的基本 素，又是 地 中 和化 料（ 、

、天然 ）的主要 素。 以 态 在于自然 中， 及其化 物进行

着永不 息的转化。

1. 自 中 二 的

2. 自 中 生二 的

3. 大 中二 的含量是 定

物通过光 作用 中的二 化 ，生 ， 出 ，

转化为 。 物 动物 后， 动物 转化为 ，

部分 在动物体内 化 二 化 。同时， 物和动物在 过程中

入 ， 出二 化 。动物的 体经 生物分解 ，最后 二 化 、

和其 盐， 些物质又 物 用。化 料 、 、天然 等是

动 物 经过 期 化 的，化 料 时会 出二 化 。

中的二 化 有 大一部分 海 ， 入 中的二 化 转

为 酸盐， 于海 新的 ，或通过 生生物的 和 转

地。 些 酸盐又与 中的二 化 和 发生 应，生 酸 盐而 于

中归入海 。

1 自 中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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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 物在自然 中的转化创造了 ，自然 中 的 、

和 的 ， 与 些转化密切相关。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国 地的 大 中，常

不 的 。 大大小小、

的 乳 和 。 是 ，

大自 的 是 样 成的

成 的地 ， 的

是 。 的 成分是 。

本 不 于 ， 中。

当 二 的 ， 生下面的 ：

3  2  2  （ ）

生成的 于 中。 的 从 下

， 的 分 ：

（ ） 3  2  2

生成的 的 ， 的 。 的

月， 的 成 乳 ， 的 成 、 。

图3 1 1 钟 石和石

是动物、 物和 生生物的重要组 素， 是 高等动 物生 活动

的 需 素， 此 的 及地 上生物 的各 方面。

在自然 中，大 、 等 科 物根部的根 ， 中的 转

为 酸盐等 的化 物。 物的根从 中 的 盐和 酸盐，经过

的生物转化 各 基酸， 基酸最后转化 质。动物以 物为 而

获得 物 ， 将其转化为动物 。

动 物 体中的 质 生物分解 根

子、 酸根 子和 ，又回 和 体

中， 物 次 用。 中的 酸盐

在 些 的作用 ，转化为 态的

回大 。 外，在 电条件 ， 中 量

的 与 化 生 的 化物，

进入 和 体（图 - - ）。
图 3 1 2 自 中 的

大 中

动 物 体

中的 生物

- -
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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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会 在自然 中的 。人们通过化学 应 中的

转化为 ， 根据需要 转化 各 化 物， 酸、 等。 些

化 物进入 、大 和 体中进行转化。化 料 、 和 作物的

产生的 化物通过大 进入 地和海 ，参与 的 。

、 素的 中 包 了一部分 。由于 在自然 中 量

，而 质活 ， 中 有 ， 以 在自然 中的 。自然

中 会 着生物的 和物质的 而 ， 又会 着 物的光 作用

而产生， 而 地 。

1. 为自 中 、 、 物 样的

2. 把 定量的 、 小鱼、

成“生 ”， 的小鱼 生 。 生 的

中 的物 。

3. 为人 自 中 、 、 物

样的 为是 样

是由于 在着 、 、 素的 ，其 生 需 素的 以及

的 ， 使地 上的生 生生不息。 是，人类活动 导致 的 物

质、 物质进入大 、 体和 ， 全 的生态 造 了一定 力，使

与 、 素 有关的 应、光化学 、 体 和酸 等 题

进一步加 。 此，应 人类活动对 、 素 和 的 ，控制

进入大 、 地和海 的有 物质的 量，增强生态系统对有 物质的 能

力， ， 化，以 进全 、 、 素的 。

中

各 物质在自然 中 大自然的 作用进行着相 转化， 在实验

怎样实现物质间的转化

1 为自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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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 、 和 之 的 。

、 物、 、 和 之 样的 根

的 ， 小 作的 究 、 物、 、 和 之 可

生 ， 物 别之 的

： 、 、 、 、 、大 、

、 、 、 、 、

、 、 、 、 、 。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

. 、 、 物、 物、 、 、

分别可 别的物 生 别的物

. 别的物 生 可

. 样 二 的

物 生 物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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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化物、酸、碱和盐之间有一定的转化关系， 一类物质与相关类

别物质的 应通 体现出 一类物质 有的通 。 用物质间的 应关系，

人们可以 究物质的 质、制 物质以及 别和提 物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 、 、 之 的 ，

的 学 ， 、 物、 、 之 的 。

2. （ 4）是 的 物 。 工 上，

可 于 、 的 物； 上，

来 。 物 中的

生 ， 生 的工 ， 出

的 学 。

3. 自 中 的 ， 成小 。

自然界中 在着 多种物质，这些物质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
。一方面，人们 要的许多物质 不 在于自然界中， 一方面，即

是自然界中 在的物质，也不能够 人们的 要，因 人们 要通过化
学方法 物质，这也是化学反应的重要应用。 计 ，人工 成的物
质已 种，其 量 在以每年 种的 着。这些物质
大地 了人类 以生 和发展的物质世界。

你知道哪些化学反应能够 到 和 化 ？ 样在实 中应
用化学反应 和 化 ？

提起 ，大家 。 对人类生 和社会生产而 是 关重

要的。 知 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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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的 和 从 可

2. 鱼 成鱼 大量 ， 民是 样

的 下面的 ， 分析。

民 的 品 成分为15 的

。 品 分 中 出 的 生 ，

于养 的 ， 和， ，分 ，

，绿 。 ， 1 000 后 于养 中。

3. 部 生 的 带

， 来生 ， 中的

图3-2-1

得 的方法 ， 可以通过物理方法 中的 和其 物质

分 开，得 的 ； 可以通过各 化学 应， 电解 可以得

。在实验 中， 用过 化 （ ）或高 酸 （ ）来制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学习 的 ， 学 中的

作 。

： （ 4）、5 的 （ 2 2）

、二 （ 2）、 、 、 （带 ）、

、 、 花、 、 、 、 、 。

：

1. 中 量 ，按 3 2 2 ，

准 。 ， 后 带 的

口， 是 。

2. 5 中， 带 的 检 ，

是 （ 3 2 3 ）。

3. 微微 中的 ， ， 带 的 检

（ 3 2 3 ）。

1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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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5 和 量二 ，

， 带 的 检 （ 3 2 3 ）。

5. 4 中的 不 生 后， 量

， 带 的 检 。

图3 2 2 高 和收 的装置

图3 2 3 化 的 化作用

（ ）

（ ）

（ ）

：

1. 可 ， 可

生的

2. 二 中的作 是

高 酸 在加热条件 会分解，生 酸 、二 化 和 。过 化
分解生 和 。

加热

（高 酸 ） （ 酸 ）
用上面的化学 应制 ，需要 体的发生 和 。 据

体 质的不同，应选用不同的 来 体。由于 于 ，可以
用排 法 ， 可以 用排 法 。由于 重，用排 法

体时， 要 上。
在用过 化 制 的化学 应中，二 化 能 加 过 化 分

解 出 的 。实验可以 ，在 应前后，二 化 的质量 有改
，化学 质 有发生 化。 在化学 应 能加 其 物质的化学

应 ，而本 的质量和化学 质在化学 应前后 有 化的物质 化
。 化 在化学 应中的作用 化作用。 化 在 化学 应中有

分重要的作用， 化 生产中 要用 化 。 物在 及 中的 化
， 要 人体中 的 化 来 。
实验 用高 酸 、过 化 制 的 应， 是由一 应物生

两 或两 以上新物质的 应， 样的 应 分解 应。与分解 应对应的
是化 应， 由两 或两 以上物质生 一 新物质的 应。 与 、
与 的 应 属于化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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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中 含21 的 ， 此 是工 上 的 、
的 。 把 从 中分 出来 下

为 ， 后 ， 于 的
为 196 ， 的 （ 183 ） ， 此 从

中 出来，剩下的 是 。为 于 、 和
， 常把 1.5 104 ， 成 的 中。

年来， 分 。 分 ， 定
下， 的 ，可 含 量 的

。

二 化 在生活和生产中 有广 的用 ， 用作 体 料，用于 ，

生产 酸 料等。二 化 是 化 生产的 料（图 - - ）。 知 何

获得二 化

1. 下二 的 二 的

成下表。

质

饮

食

肥

图3-2-4 化 的用

用于生产 酸 料 体 料 制

1 下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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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 二

3. 下 是 于 二 为

二  二

人和 物的  二

二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学习 二 。

：大 、 、 、 、 、 、

、带 的 皮 。

：

1. 物 ，

定 和 品。 选

、大 、 、 中

的 品来 二 按

照 3 2 5 ， 的选

是 。

2. 的 定。

中 的 生 和 部分。 定

生 ， 物的 （ 、 、 ）和

（是 等）。 定 ， 的 。不

于 、不与 生 的 可 ；不与 、

大的 可 上 ；不与 、

小的 可 下 。

二 ， 选 3 2 6中 的 为

 图3-2-5

实验 中制 体要求产物 度高、 应 适中、条件 于实现等，

此 用 盐酸与大理 应来制 二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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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 3 2 8 ， 照 检

品 检 是 的 作， 二

。

图3-2-6 图3-2-7

二 ， 选 3 2 7中 为

图3-2-9 检 装置的 性图3-2-8 化 的装置

：

1. 检 中的二

2. 的二 ， 可 样 ，从

3. 面的

实验 制 体， 要 定 应 理和 ，从 应物的组 、产物

的 度、 应 、条件等方面选择 体的化学 应。然后， 据 应物

态和 应条件 定 体发生 ， 据生 体的 质 定 。最后

体的实验 作， 密 、加入 、 体、验 、

应等。

其实，化学家在制 新物质的过程中 的 作要 得 。 ，从

化学家 发现 上应用电解 和 盐 制 ，化学家们经过

了 年的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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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 化学 应， 能通过对自然 中物质的 和 质的认识，人

出 自然 本 有的物质， 人 酸用作 加 ；又

能制 出自然 不 在的新物质， 光 的 、可使

人得 有 的各类 物等。 以 ，化学科学中最有创造 的 作 是

设计和制 新物质，为人类造福。

在人 的新物质中，最有 表 的 是 料、 、 。

它们是用化学方法 的有 高分子化 物，是人们在 生活中用得最 的

材料，统 为三大 材料。有 材料的 生， 了人类 能 天然

材料的历史，大大 展了人类可 用材料的 类。

1

料是由人 的有 高分子材料为

分，经过一定的 加 、 造 型的高分子材

料。目前使用广 的 料有 （ ）、

（ ）、 （ ）等， 料可以制

各 、 、 用 、包 材料等。
图3-2-10 用的 料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和 的 别， 别

的简 。

： （ 的食品 ）、

（ 大 的 ）、 、 。

： 和 小 ，分别

上 ， 的 ， 生的 。

：

1. 和 分别 不 的 生

2. 和 生 中

是由 、 素组 的，而 了 有 、 素外，

有 素。 ，可以用于 包 ； 在使用时会分

解出一些对人体有 的物质， 以不 用于包 。 在 时会

产生类 的 ，而 在 时有 激 产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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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时的现 和产生 的差 ，可以 地 别 和

两 料。

料的优点 ， 质 、 、不导电、容 加 型等， 料

有一些 点。大 料在自然条件 以 解， 起来会 地 、

等； 料，会 出 有二 英等有 物质的

。大量的 料 经引起了 为 重的 题 。

1. 常生 中 品， 的 成分分别是

于 的 品， 是 的

2. 于 的 的白 ， 的

3. 2007年12月31 ，《国 院 于 生

购物 的 》 。 为“ ” 于 白

为了 解 料引起的 题， 们可以提 尽可能地 用 料制

， 对 料 回 用。科学家们 在 力 制和 广在自然条

件 容 解的新型 料制 。

2 维

人类使用 的历史极其 久， 以前，人类

能 用 、 等 物 和动物 、 等天然

来 织 。 天然 产量有 ， 和 能

法 足人类的各 需求。 着化学科学的发展，科

学家们 将 、 等材料通过化学方法加 人造

， 得了 为广 的应用。而 （图 - - ）

的出现，更是 了人们制造 的 料和 。科

学家们以 产 、 等为 料，通过一系 化学 应，制得了各

，大大 了人们的生活。

图3-2-11 纤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常见 的 别和简 别 。

1 常生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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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物样品、 成 样品（

、 等）、 、 。

： 、羊 物样品、 成 样品，分别

上 ， 的 ， 别 生的 不 。

：

1. 中的 不 的 分别 不 的 生

2. ， 上 不 。

的主要 分是 物 ， 时有 的 ， 物 。

的主要 分是动物 ， 时有 的 ， 物

有光 。 为 ， 过程中产生 。 然，各 不同

的 时的现 有 不同。 用 时的现 ，能够 地 别各

不同的 。

在生产、生活中有广 的应用。 是 上第一 。

发展 ， 的 来 ， 能 各 ， 们 的 、

、 、 和 等 属于 。 一般 有强度高、

、 、 化学 等 ， 和 不 天然 。

是 生产和人们 生活中 不可 的一 重要材料。从

（图 - - ）、 等 物中能够获得天然 。 着 生产的发展，

人们对 的需求量 来 大，同时 需要 能更优 的 制 。

是 照天然 的组 和 ， 用化学方法人 的 。

、 、 等 是应用广 的 。

与天然 相 ， 有 的 和 ，在 生产、交通运输

和 生活中有广 的

应用（图 - - ）。

着 科 学 技 术

的不 发展，

有优 能的 料、

和

出来，为 动

生产发展和 人们

的生活起 了重要作
图3-2-12 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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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学 不 地 成 的 物和 物， 学

从 油 工 品出 ，不 简 的物 成出 的

物， 成出 自 中 不 的 物。

成大 ——著名的 国 学 （    

1917 1979， 3 2 13） ：“ 成 人 的自

的自 ，大大地 社 上

物 品的面 ， 人 的生 生 大

的 。”

不 物 的 不 ，科学

成 物 的 和 生 大的 。

的研究 ， 选和测 来

的 物 物的 ，从 的

成 。 学 和 的

，分子 从 的 的研究和 。

分子 的 ， 是从所 的 出 ， 出

的 ， 后 成 物。分子 的 与

的 、 、 ，

是 学 究 物 与物 的 。

学和 学中 成 分子 的 ，

中表 物分子 、 、 、 物 等

面。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 工 、医 的 。

2. 从 、 、 、 等

面 和二 的 。

3. 是 、 的 ， 小， 于 ，

用。 三大 材料以外， 有光、电、磁等 能的各 能高分子材料

不 制出来，进一步 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图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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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常 和 物的 。

选 的 生 是 ， 为 。

在进 化学实 的过程中，你是否 意到化学反

应过程中的 量变化？你是否认识到化学反应中 在

着能量的转化？ 你用 中的 时，

就是在利用 这一化学反应中能量变化 出

的 量。化学变化中 在哪些能量变化？这对于生

产、生活实 有哪些重要的作用？

中

中

： 学 中 量 。

： 生 （ ）、 ［（ 4）2 3］、

（ 3 ）、 （1 000 、200 ）、 、 、

、生鸡蛋。

：

1. 生鸡蛋 小 （可 ）。 大 中

的生 ， 把鸡蛋 中（ 3 3 2）， 上 后，

图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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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量 ，小 地 。 后

出鸡蛋， 生的 。

2. ， ，

。

：

1. 1中为 生鸡蛋 可 物

代生鸡蛋

2. 出 1中 生 的 学 。

量 是 出 量 的 学

3. 2中 生的 学 量 是 出

量 的 学

生 与 的 应 出热量。 酸 中加入 酸后， ，

应 热量。生活经验 们， 、 、天然 等 时 产生热

能， 们 天 的 物，在体内经过 的 化， 出供 们 体 需

要的能量。

的事实 表 ，化学 化 着热量的 或 。化学 应

着热量 化是化学 应的基本 之一。

中

人们可以 用化学 应将物质内部的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电能等，从而使

化学能 为人类生产生活 需能量的主要来 之一。

中 中

1. 生 生 中 学 中 量 的 。

2. “ ”

3 3 3是 “ ”的

。 来 常 ， 去

部的 分 后，食物 。

从 量 的 中的 。

图3-3-2 生石

水的化 应

大 的

图3-3-3 “ ”结构示意图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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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与 生 ， 出大量的 。

常 于 ， 不 ， 的 ，

简 ， 于 作 。 中的

2   2 3 2 3  2
高

定 下可与 ，

出 量。

  2 2   （ ）2  2 ↑

“ 热 ”能加热 物，金属 和 化 的 应能 ， 是 为

些化学 应过程中化学能转化为热能。化学 应 产生的热能是人类生产和

生活中 需能量的重要来 之一。此外，人们 用 些化学 应 化学能转

化为电能。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学 可 学 成 。

： 红 、苹果、 、

、 、 表、 。

：

1. 按照 3 3 6 ， 表指

的 。

2. 红 成苹果和 ， 表

指 的 。

图3-3-6 水 电

图3-3-4 化铁的 应 图3-3-5 接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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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事实表 ，化学能能够转化 电能， 们 生活中 用的电 是

将化学能转化 电能的 。人们 用 理制 了 电 ， 电 、

电 和 料电 等。 时用的 电 属于 电 ； 用的 电 以及

用的 电 和 子电 等属于 电 ； 料电 应用于 天和 事等

领域。

化学能和光能之间 可以相 转化。 物

质在 中 时发光 是化学能转化为光能的

。 物的光 作用 实现了光能 化学

能的转化。

化学能以 与其 的能进行着转

化， 参与 整 自然 的能量 之中。

在能 题 关 的 天，化学科学在能 的

开发和 用方面发 着重要的作用。

图3-3-7 各种电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中

量 生物 。 ， 物 作

为 学 ， 所 成的 粉等 中，人 食物

粉等 物 ， 的 学 出 ，

人的 常生 。 人 生的 与

， 物 是二 和 ， 者的 和 不

。生物 是 和 的 下， 续的 学

的， 量的 和 。 的 常

下 生， 为 ，常 和 ，

量 分 。 此， 上 生物 学 的

研究，是 的 。

：

1. 表指 生 ，

2. 果 果， 表指 生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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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自然 中 在着 的物质， 些物质之间进行着 和转化，从而使自

然 现出 、 态各 的现 和景观。

人类 据物质转化的 和 理，应用化学 应不 制 出物质，使人们

的生活更加 。应用化学 应中的能量转化，为人类提供各 的能量，

解 能 题，使 们不 感 化学科学的创造 和 力。

自然 中 在 些物质及其转化 在实验 中 们 据物质的 质能够实

现 些物质间的转化 们 何更 地应用物质间的转化制 物质 相信通

过本篇的学习， 一定能够回 些 题了， 一定领 了大自然的

和化学科学的 力。在 后的学习中， 将 感 科学探究的 趣。

1. 和 的 中是 出 量 样 的

2. 中 地 学 中的 量 ，

的 和 ， 和 学 。

3. 学科学 面的作 ，

、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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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大 金属 在于矿 （ 有矿物 有提 价值的 ）中，

有极 以 态 在。从矿 金属的 见方法有热分解法、热

法和电解法等。

金属在 生产和 生活中有极为广 的用 ，是不可 的重

要材料。金属的使用对人类文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 动作用。 金属资 的

有： 和 金属 、回 用 金属、 金属 用 等。

金属 有一些 有的物理 质， 的导电 、导热 、 展 以

及 的 光 。

不同金属与酸 发生 应的 程度不同， 不同金属在化学

应中的活动 是不同的。

在金属活动 表中：（ ）排在 前面的金属 活 ，与 应

；（ ）排在 前面的金属可与 酸 发生 应，同时 出 ，排在

后面的金属不与 酸 应；（ ） 于前面的金属（ 、 、 外）

能 于后面的金属从它们的盐 中 换出来。

金属 是金属与 中的 、 等物质发生 化学 应的

。 和 金属 的方法有： 、在金属表面 盖

、制 金等。

金是由一 金属与其 金属或 金属 而 的 有金属 的

物质。通 的“金属材料”是各 金属与各 金的 。 是 的

金，它 用，用 广，用量 ，是现 的 。

用化学 来表示化学 应的 子 化学方程 。化学方程 是重要的

化学用 ，它能从“质”和“量”两 方面表示化学 应。

参加化学 应的各物质的质量 和，等于 应后生 的各物质的质量

和。 质量守恒定 。在化学 应中， 素 类不 ， 子 目

不 ， 子质量不 ， 以 应前后各物质的质量 和不 。

酸可以与金属、金属 化物、碱和盐等物质发生 应。

碱可以与 金属 化物、酸和盐等物质发生 应。

盐能够与金属、碱、酸、盐等物质发生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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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酸、碱、盐在 生产和 生活中有 重要用 。 化学

料 属于盐类，主要的化学 料有 、 、 三类。

酸 有一些 质，它有极强的 。使用强酸、强碱时要

意 全。

酸和碱能发生中和 应，生 盐和 。

两 化 物相 交换 分，生 两 新的化 物的 应 分解

应。 分解 应的发生要 足一定的条件，生 物中有 、 体或者有

时， 分解 应 能发生。酸、碱、盐之间的 应大 属于 分解 应。

自然 中 在着 、 、 素的 及其 物质的转化， 、

、 的 有重要的意义。

金属 质、金属 化物、碱与盐， 金属 质、 金属 化物、酸与

盐之间 在着一定的转化关系， 用 些转化关系，可以 究物质的 质、制

物质以及 别和提 物质。

应用化学 应可以制 物质。 用 的分解 应、高 酸 的分

解 应可以制 。用 盐酸与大理 发生的 应可以制 二 化 。

化学科学中最有创造 的 作 是设计和制 新物质。在人 的

新物质中，最有 表 的 是 料、 、 。

实验 制 体， 要 定 应 理和 ；然后 据 应物 态

和 应条件 定 体发生 ， 据 体 质 定 体 ；最后

体的实验 作。

化学 化 着热量的 或 。化学 应 着热量 化是化学

应的基本 之一。化学 应 产生的热能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 需能量的

重要来 之一。电 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 。化学科学将在能 的开发

和 用等方面发 着重要的作用。

由一 应物生 两 或两 以上新物质， 样的 应 分解

应。由两 或两 以上物质生 一 新物质的 应 化 应。

在化学 应中能加 其 物质的化学 应 ，本 的质量和化学

质在化学 应前后 有 化的物质 化 。 化 在化学 应中的作用

化作用。 化 在 化学 应中有 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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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一 不 地与外界 进 物质和能量的交 。以

人为 ， 物是我们在这种交 中 外界 的 重要的物质之

一。那么，你是否想过， 物到 为我们 了什么？ 物在我

们的 体里发生了哪些变化？自 的 习 科学吗？ 样 才

有利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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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计，人一生中（ 70 计） 进的 物（ ）总量相 于

自 体重的1000多 正是这些 物为我们 了机体 要的能量，

也正是这些 物为我们 了机体组 不 和生 、发 要的

。多种多样的 物直 我们 体的到 是一些什么物质呢？

中

图 - - 中 些 的 物是 们 上 见的， 是 想过， 些 物

中 有 些营养素 为 们需要 些 物

图4-1-1 

中

食品 ， 标 中的食品成分 。

与小 学 的 ， 后 下，

：食物中含 大 营养成分 是 所 的

营养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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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究表 ， 物中营养（ ） 分的 尽 ， 人类

需的营养素主要有六 ： 、 盐、 类（ ）、 、 质

和 生素。 物中 的各 营养素的 和 是不同的。 ，

和 类 类 ； 、 、 、 和 制 质 ； 和

生素 等。

六大营养素 有各自的 能，它们中的 一类 是人体 需的。

类又 化 物，是生物体主要的能量来 ，生物体生 活动 需能

量的 来自于 类。 类 是 的 分之一。根据化学 ， 类

可以分为 、 和 。

有 类型，其中最主要的一 ，它是人体 能够 用

的主要 类。大 物中不 ，人体 其 类的 转化为

能 用。 是由两 而 的， 见的 有 、 等。

由 分子 组 。 是 在于 物中的一 ，在大

、面 、 等 物中 有 。 不能 人体 用，需要通

过 化系统 它分解 能 人体 用。

营养专家 ，选择 类的 物时，最 一些 的 物。

能量 ，而 等 提供的能量 时间 。

有的能量 是同质量 类的两 ， 而 是作为 用的能 物质

在体内的。

根据化学 的不同， 分为不 和

和 和 。不 和 在 通

态，在 物 中 量 。 和 在

通 态， 动物的 （图 - - ）。

了 能量， 有 生理

能。 ： 有 的 热 作

用， 对一些 生素的 和运输起

着重要作用；分 在内 的 有 和 的作用。

图4-1-2 的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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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 然 可以分解 为人体提供能量， 在 物中 类和

供 充分时， 质一般不作为人体主要的供能物质。

质是 人体 的基本而 需的物质。在 体生 活动中起重要作用

的 物质， 大部分 、 体、

等 是 质。人体的生 发育和组织更新

不开 质。人体内的 质需要不 地更

新（ 情 天更新 ）， 以

通过 物及时地为 体 充 质是 重要

的。 、 类、 制 、 、大 等 物中

有 的 质（图 - - ）。

本

图4-1-3 的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1816年， 国科学 ， 量的

和油，不 ， 是 果 含 的食物，

下去。 所 的含 食物 是 所 的蛋白 。1838年，

著名的 科学 把 含

物 名为“ ”， 名 来自

中的“ ” ， 是“

的 ”。 于蛋白 不 全

营养 成，所

食物来 。蛋白 不 是营养

不 的 之 ，

的生 和 。 的 地 蛋白

（ 4 1 4）。

蛋白 是生 的物 。不 的每 、每

含 蛋白 ， 生 的 成 不 蛋白 的

与。

图4-1-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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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卡资 料 卡

通过对七年级 册《 与生 》 一章的学习， 们 经知 是生物体

内 量最 的物质。 在生 活动中的作用 重要，它不 是 的主要组

分，是运输各 营养物质的载体， 能够参与和 进体内的 谢过程等。

人体内 盐 量 体重的 ， 是作用 分重要。一 体内

盐 素， 会 体的 生 活动，出现相应的 。各

盐在体内的 量差别极大，在人体内的分 不 。 面的资料

出了 重要的 盐 素在人体中的分 情 和 。

素 类
量（ ）

分

1 300 ，99 于

和 中

可出 ，

、 等；中 年人可出

、 、 生 肉 、

等

650 ，80 90 与

于 和 中

食、 、 肉 、 （

下 生 ）

4 5 ，73 于红

的 红蛋白中

， 为 、面

白、 、 、食 不 等

1.4 2.3 ， 分

生 不 ；食 不 ，

生 ；皮 ， 口不

； 的 肝 大、

、 等

20 50 ，20

30 于 中

地 ； 和

可 小 （克 ），

的 和 出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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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 物营养素不同， 盐 不能在人体内 ， 了排 外 不会

在 体的 谢过程中 ， 以主要通过 物来 充。在 国，一般人对 和

的 入量 ，需要 别指出的是， 和 的中 学生 人 的

大。 和 的人应 意通过 加以 充， 外活动，加强

体育 ， 要时应在 生指导 使用相应的 或 物。同时，一些 量

素 在人体内过量 在会产生 副作用， 以要 意 理的 入量。

年 ，人 地 食 可

者的 ；1891年， 本 从 大米 为 样 的

食物， 果 来 本 的“ ”的 地

。 人 食物中 定 当 不

的 人 常 的成分。科学 “ ”成分

大量的研究，1912年 从稻 中 出 小的量

生 著 的物 ， 生 1。

于 科学 为 “ 成分” 是 ， 此

“生 ”（ ）和“ ”（ ） 作为 的

名 ， 。后来 研究的 ，人 成分 不 是

，于是 1920年 名 ， 后 “ ”去掉， 表

与 ，称为“ ”，中 为“ ”，后来 中

名 为“ 生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生素是一些相对分子质量 的有 物， 不是 体的 材料，又

不能为人体提供能量，而 人体 天对它们的需要量 ， 是它们在体内物

质和能量的 谢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生素会 生 发育， 引

起 些 。

然人体对 生素的需要量 ， 大 生素不能在人体内 ，或者

量不足，而 在人体内 量 ， 此 从 物中得 及时的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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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分为 生素和 生素。 生素能 解于 ，

能够 在 中。 生素 、 、 、 是 生素。 生

素能 解于 不能 在体内（ 生素 和 有 生素）， 此 天

的 中包 一些 生素是 有 要的。

维生素 食物

生
皮 、 ， （ 不

）和

生 1

称 ，可 、 肉 、 、

、 、食 不 、 、 、

、下 等

生

称 ，可 下 ： 、

、皮下和 出 、 下 、 口

、 、 ， 可出

和 等

生 （ ：鸡 、 、 和

等）， 和 ， 肉 等

下表中 出 生 的 ，和 、 学 ，从

食物中可 地 生 ， 后 成下面的表 。

  在人体 化 生

人 的表 种 阳光中的 线 射

化 生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生 人 作 ， 是 为 。

生 可 红 的 。

究 的 ，来 、 究下 ， 所 果

生 和生 中 ：

下表中 出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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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指食物中的 等 大 人 不 ， 不

为 营养和 量的 。 是 上 量 的 ，

物 含量的 上。

于人 分 物 的 ， 出 ，所

人 为 食 可预防 营养

值。 年医学和营养学的研究 ， 食 不 的

和 大的 人 生 ， 于 生成的 物和

物 大 出， 可 、 脂、调 、

肥、 、 ， 预防 、 、 脂、肥 、

和 。 ， 于 的生 ， 表面

成 ，从 。

年，人 的食物 来 ， 脂 的饮食

， 和 的人 来 ， 食 出

作 。所 营养学 和生 把 称为“ 营养 ”。

国 （ ）和 国、 大、 本等国 的 食指

大 国 的《90年代中国食物 与 》等

中 指出： 食 是 食 的 营养 之 。

食 于 物 食品中，不 的 物所含 的 和

量 不 。 菜、 果、豆 、 和 工

的 物（麦 中 食 的含量 70 ， 是 工的食品，

食 的含量 ）等可 的 食 。

当指出， 食 的 不 量（每 20 为

）， 生 和 的 ， 可 和

食 的 大。

1. 生

2. 不 的 菜和 果中的 生 含量 样

3. 不 下 菜（ 果）， 的 ，

中 生 含量的 样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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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人 所 的 大 营养 是 为人 量的营养

2. 成人 的 本物 和 生 量的 物 是下

（  ）

. 蛋白 、脂  . 蛋白 、

. 、蛋白  . 生 、脂

3. 学 肉，不 果和 菜， 此 成

（  ）

. 蛋白 和 生  . 脂 和

. 生 和  . 蛋白 和脂

4. 小 常出 ， 当

（  ）

. 米 、  . 鱼、肉、 、蛋

. 鲜 菜、 果 . 油、 克

5. 果食物中 营养物 ， 人 ，

当 食物 可 的 。

的食物与 来。

  带

  胡萝卜

  子

 地  牛

6. 作为 饮食的 部分，每 人 生 ， 为

7. 为 食者 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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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的 、 和 质 是分子大、

的有 物，不能 进入 ，需要经过

化系统的加 ， 步分解 的 分子物质 能

， 过程 化（ ）。

化系统由 化 和 化 两大部分组 （图

- - ）。

化 是 物经过的通 ，从 开 ， 次

经过 、 、 、 、大 和 。 化

， 有容纳、 、 和运输 物的

能，是 物 化和 的 。

化 包括 、 、 、 和

。 和 是分 在 和 上的

体。 化 能分 化 ，大部分 化 中 有

化 ，可 分解 化 中的 物。

相同大小的 方 ，将其中一 成 ， 一 持 。

将 方 分别 有200 m 的 中， ，哪

里的 先 解 ？如 里的 是 物的 ，你 哪一种 物

被人体 化吸 呢？

大

图4-2-1 化 示意图

一 ，开 地 ， 体会 的 化，想一想，

对 进行了 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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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时， 不 动和 物， 不同 的 （图

- - ） 大 的 物切 、 、 ， 使 物与 充分 ，

为容 的 ， 是人体对 物最初的

化过程 。 和 进行的 化过

程是 大 的 物分解 ， 们 为

化。在 的过程中， 们 能感

得 和 ， 是 为加入了 来 的

。 是由 分 的。 中有

，图 - - 示的是其中的 对大 。

， 是不是 起 作用 们通过

面的实验来 一 。

前

上 恒 （ 面观）

前

恒 （上面观）

图4-2-2 的形 和 示意图

图4-2-3 中最

的 对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口 中 的 ， 的作

不 是 食 、 ， 的作 不 是 和研

，从 和 学 等 生 的 。

： 小 、 、 、 、 、大 、

、 、 、 、 、5 的 、 脂 、

子、量 、 、 、 。

：

1. 6 样大小的 ，按 编上1 6号。

2. 6小 ，每 2 ， （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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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分别 上 6 中。

3. 口，含 脂 。 1分 2分 后

子 出 脂 ， 小 ，

中的 。量 定量的 ，

等量 ， ， 为 。

4. 大 ，编上1号和2号，

定量的 。 1号 中 ；

， 2号 中的

37 ， 不 。

5. 按照下表 的 作。

量（ ）

水量

（ ）

量

（ ）

1 0 3 0 2

2 0 3 0 1

3 2 1 0 2

4 2 1 0 1

5 2 1 0 2

6 2 0 1 2

图4-2-4 实验 作示意图

度
计

  组 5 钟 37 用 意 的
2
6. 中的 物 的 。 测

的 ， 录下来。5分 10分 后 2 ，

， 的 。 把 果 录下来。把 4 出

下 续 ， 录下 的 。

：

1. 中含 大量 粉。 粉 生成 物 。

2. 粉 定 下 分 成 、麦 （ 葡萄 ），

不 生成 物 。

：

1. 为 把每 ， 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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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2. 果表 3中 生成 物 ， 果把 果与

4的 果（ 物 生成） 分析， 可 测是

中 粉的分 ； 1和2的 果，

中 粉的分 中和 于 的 （37 ）下是

本 样的。 样 上面的 果 从中 出

3. 3和5、6的 果， 上面的 ， 为

出

4. 4的 续 果 当 的

不 ， 可 出

：

果表 ： 食物 ， 把食物中的

分 的作 ； 分 的 （ 本不 ）

的 ， （ 本不 ） 的 ； 中

作 的成分 （ ） 下 （ 定

）。

在上面的实验中 们得出 论： 加 ， 使 切得

度 高 与体 相同， 不能使 中的 分解，而 在一定条件 能

分解（ 为 和 ）。 中 有的 能 分解的物质

。在人体的 化 有 “ ”（ ），它们能分解、

转化不同的 物 分，统 化 。它们的作用 度和酸碱度等 素的 。

上面的实验 ： 过程不 包括 对 物的切 和 等物理

化， 包括 对 的分解等化学 化。事实上， 物在 化 中 的

有 化作用 可以 括为 样两大类型， 们 前者 为物理（ ）

化，而 后者 为化学 化。

中

经过 的 物 入 （ ）后， 的 ，

进 （ ） 。在 物会 进一步 化， 分 能 过

（ ） 进入 为 。 面 们来 三大有 物是 何

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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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经过 的作用， 部分 化 。 和

未 化的 经 、 。由于 、 中 有能 化 和

的一些 ，在它们的 ，最后分解为 。

质的 化从 开 。 中 有 化 质的 ，对 质进行初

步 化；进入 后， 和 中 有能 化 质的 ， 质最后分

解为 基酸。

质 基酸

的 化 能在 内进行。 在 中 与 发生作用。

是 分 的一 化 ，而它 不 有任何一 化 。 ， 的作用

究 是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鸡 猪、牛、羊的 ， ； 2 ，

编上1、2号。按下表 作：

水（ ） 物油（ ）

1 5 1 1

2 5 1 1

， ， 上，

： （1 2）号 的油和 分 成 ， 自

（ 是 的 ）； 1 （

的 ）。根 所学 的 ，可 测 中

成 （ 乳 ）， （ ）

脂 分 中的作 （ 乳 作 ）。

分 ：

根 上面的 果和 面所学 的 ，分析 下为 不含

是 脂 的 中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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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的 化作用，使 ， 于和 、 中的

，在 些 的作用 分解为 和 酸（图 - - ）。

酸
化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 ） 分 食物 分

粉 粉（ ）

蛋白 蛋白 （ ）

（ 二指 ）
脂 （ 乳 作 ）

（ 二指 ）
粉 、脂 、 蛋白

、核
粉、蛋白 、脂 、核

麦 、乳 、
、 等

粉和蛋白 等（
）

（ ）

（ ）

（ ）

图4-2-5 不同的 在 化 不同的部位 化

1. 、 和 每 食物成分 的

部 于

2. 食物 的 中， 物 和

学 。

3. 粉、蛋白 、脂 的 学 中， 作

4. 的 可 ， 可 食 食物，

为 食物可 地 。

5. 的 成物 是蛋白 ，为 蛋白 把自

下不 不把 人的 全部 ， 人的

大的 ， 果 、 量

的 代 的“人 ”， 为 “人 ” 作

和 是 的

6. ： 于 的作 中的 ，分别

、肥 、 粉 等 为可 乳 作 的物 代

和 ， 之中 的 乳 作 ， 分析

的 与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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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分从 化 进入 的过程 为“ ”。 了 和 以外，

化 各部分大 有一定的 能。 ， 能 量的 和 ；大

（ ）对 、 盐和部分 生素 有 。 物经过 化 产

生的营养 分中的 大部分 是由 的

部分 的。

， 有 ， 在

中。 的内 有 “

”和 （图 - - ），表面 大 等于

同样 和 的 的 （据 一

年人的 内表面 为 ）。 大的

表面 了能充分和 物 。 动物

的 与人的 有着相 的 造 点。

物被 化后变成了能 于 的小分 物质。它们和 一些不 要

经过 化的小分 物质（如 、 机 等）是 样 道进 被

往 的呢？ 的 物 又是 样被 出的？那么多的 化 都到

哪里 了？

分 中

图4-3-1 小 的构造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1. 下 小 鸡（ 猪）的小 ， ， 表面

上 养 （ 当的 ）中， 量的 。

2. 大 小 的 表面， 把 的 成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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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小

的 管和 管

方 内 上分 有

，它们不 地 动， 的

“ ”。 分 着

和 （图 - - ），它们的 和

的 由一 上 ，

。 样的 点使各 营养物质分子可

以 容 地 ，进入 ， 由

运 全 。

、 盐以及 类、 质、 分

解生 的 （或其 ）、 基酸和

等在 过 进入

。而 分解后生 的 酸 “ 分两路”，分子 的 进入

，分子 大的 进入 ， 经 系统 入 。

分 ：

1. 果 二指 上 为 上面的 不 为

2. 物 的 与 的表面 是 的， 可

的 ， 出 来

物 在大 中将 进一步 理， 为 ，排出体外。 ，大 对

些 进行了怎样的加 、 理 与 些 能相适应，大 的 造和运动

又会 有 样的主要 点 们 根据 面的信息，运用 理的方

法来 一 。

：

1. 大 与小 的部分 ；大 的 是 ，

成；大 的 下面 是 ， 口于 。

2. 每 的食物、 的 与 生的 来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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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为9 000 。 中 8 500 和 中的物 分子 小

掉 ，剩 的大 500 大 。 中 大 350 （

和 ） 大 ， 150 成 （ 中 100

和50 物）。

3. 大 大 ， 分 大 。大

食物 中的 物 成 生 和 生 等，可

。 ， 分 食物 生 和 的物 。

4. 与食物 和小 中 的 、 ，食物

大 中 的 。 者 2小 3小 ，后者

。

分 ： 小 和 学 ，根 学 的 和上

面 的 ， 下面 出自 的 测。

1. 大 （ 当 不 当） ； 当 小

（ ）。

2. 大 可 （ ）大量 ； （

） 的 。

3. 大 的 可 （ ）， （ 微）。

4. 大 （含 不含 ） ； 的 可 是

（ 食物 的 作 ）。

与图 - - 对 ， 参 面的材料， 们 组的 是 与 实情

相一致。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从小 之 是大 。 的 上面 是

的 ， 下面 是 的 ， 中 是 。大

的 小 的1 4 ， 小 3 4 。

上 的 肉 成为“ 带”， 根

子把 的 子 样， “ ” 来， 成

， 4 3 3 。 小 子，来自小 的

大量 的食物 不 不 “小 子”中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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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于是大大 食

物 中 的 。

不 于把 的 分

掉， 成 的 ，

大 的 微生物

定的“ ”，

食物 中的小分子

物 “生 ”出 生 ，

所 的不 生 是 成， 大 的。

图4-3-3 人的大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小 和大 的 和生 ，从中

生物 与 的 。

2. 等 ， 自 的 和常 ，

出 的 食 物和肉食 物 的 别。

“ 出健 ”，

不 ，尽

的 是了。

的不对

现在 文 不

是 出来的

其实，“ 出健 ” 是

对科学 的重要作用的一

生动、 的 法。它 及

方面，是 值得认 究

的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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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天从 物中获 能量和营养物质，同时又在一 不 的生理活动和

体运动中 、使用体内的能量和营养物质。 是 ，在 入和 之间

在着极为 的 ，而 的 是健 的基础。

中国历来 究 理、 的 ，有着 科学的 思想和优 的

文化 统。 年来，以中国 为 表的 方 来 引起全

的 目。 们大家一起来 、 和 用 些宝贵的 ，使它们不

为 养国人的健 出力， 为 人民的健 出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表

《黄 》中 于 食 的 ：“ 为养， 果为 ，

为 ， 菜为 ， 和 之， 。”“ 肉果菜，

食养 之， 之， ……”

后人 的 ：“ 为养， 豆

不 ； 为 ， ； 菜常为 ， 鲜绿黄红； 果当

为 ， ； 和 ， 当 ；饮食 ，

。”

国 医学中把食物 分为 、 、 、 、 ， 为

当， ， 于 ， 果 作 ，

成 调， 。《黄 》中 ：“ 和

， ， ， ， 是 …… 。”

食， 饮； 不可 ， 不可 。

食者， 食

土养 人。

青菜豆腐 。

带 ， 。

物 ，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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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 于人们理解和在 生活中应用，中国营养学会根据《中国 民

指 》中的 转化 各类 物的量，以宝 的 提出了一 在营养上

理想的 模 （图 - - ）。

宝 分五 ，

包 们 天应 的主要 物

类。各 的 和面 不

同， 在一定程度上 出各

类 物在 中的地 和应

的 重。

一 人应 天从 一

的 物中 一定量的

物， 意 物的

入量 有一 。运

动量大或者 在生 发育

的 年对 组 物

入的量应 一些。

中

类

类及 制
类及 制

类

类
类

类
类

类

图4-4-1 中国 塔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续 录自 所 的 （按生的 下每

食物大 的量），按照上面“ ”的 分别 出每 食

物的 量， 出自 的 食 ，与“中国 民 食

” 。

：

1. 的 食 和“中国 民 食 ” 别

准 样去

2. 果 的 不 ， 人根本不可

“中国 民 食 ”中的 食 ， 和 学

下， 不 出 当地 来 营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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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经深切地了解 对健 是 重要，又学习了 有关营养的

知识，应 全可以为自 和家人的 健 点 了。 们现在 行

动起来 从制定星期天的一 开 ，学着 自 的营养师，

起为家人设计健 的 任

， 的土地 大豆， 豆 、豆腐来 蛋白 的

量）； 下 样 的 的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食 ， 习 学习 的食物、 量、营养

食等 面的 ， 的 ， 生 中

科学 的 和 人的 。

：

：

1. 可 当 。 此， 食的

本 。

2. 定食 不 营养 ， 可 ，

量全面 、香、 ； 果 者中 人 ，

照 饮食的 。

3. 根 营养学 的 ， 的食物量的分 为 、

30 ， 40 。

4. 中学生 于生 ， 量的 ， 当 。

1. 定所 的食物量：

定食物的量大 是从 人所 的 量 ，

食物的选 来 量和营养 的 ， 人 的全面 。

中所 出的 和自 人饮食 的 ，

定食 中 食物的量。 ：200 鱼 量 小，不 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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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鱼 ， 可 把 的 量 中

， 当 肉、蛋的量。 ：作为 可

的豆 品，等等。

2. 定食 ：

和 人的 （ ） ，

别 食物的 样 和 。 ： 2 000 （按全 4 5

人 ）的 菜可 选 ， 量 叶菜 果菜， 绿

的 红 黄、 等 的， 样不 营养 全面，

与豆 品 肉、蛋 ， 出 、香、 的菜 来。

3. 和 食 ：

和 （ 面 的人） 上面 所

定的食物品 、 量和 食 （ ）， 见和

， 。 后， 下 中 人， 别是 年人

的 见和 ， 的 。 后，把 下来。

：

1. 小 、 每 人 的食 ， 和

之 。

2. 自 、 和 。

全（ ）指 、 ， 应 有的营养要求，对

人体健 不造 任何 、 或者 。

着人民生活 的提高和各 加 的发展，人们 上的 物

类 来 样。 是在 样化的 制作加 过程中，为了 于 、

运输或 为了 、 感，一些 加 广 使用。更有为了 求

入高 的不法 ，在 制作过程中 作 ，使 全 重 。

们在选择 时要 意观察 包 上是 有以 标识： 、

、 健 （图 - - ）， 意生产 期， 选择 全 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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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 成3人 5人的小 ，每 小 从下面与食品 全和饮

食卫生 的 （ ）中选 1 2 （ 选 面的

），作为本 调 研究 的 ，小 成 分

。 后 ， 准 小 调研 （

科学小 等）， 此 。

选的 下：

食物中 、 物食物中 、 学 食物中 、

中 、 牛 、 食品、食品检 、绿 食品、 食品、 和

、果 、腐 食物、生 食分 、 学 、

、黄 、食品 、 …… 为与此

的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中国 民 食指 》中 是“ 卫生、不 的

食物”， 为                                     。

2. 的 国 食的民 等，

代营养学 出科学的 。

3. 习本 食物中的营养 的 ， 本 “中国

民 食 ”等 ，分析、 所 “ 的 食”的 中

“ ” 面的 。

4. 从营养学 分析 下为 人 把“洋 ” “ 量

”和“ 食品”（ ：“洋 ”中 面粉、 、肉 、

油脂、食 等成分的含量 于 饮食， 菜、 果、 等

， 全 ）。

图4-4-2 

质量安全

学自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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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 要的能量， 大部分是 化后的 物分 在 中

“ ” 出来的。 然这种“ ”过程和 在空 中

的 不同， 一 说它也同样 要 ，产生 化 。而为这

“生 之 ” 的 是 吸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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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 能为我们 物质，还 了生 活动 的能量。

物中 的 有能量吗，能量以什么 在，能量如 才能

出来，不同的 物中 有的能量一样吗？

中

回 天和 天 过 些 物， 一想， 会发现它们 或间

地来自 物。 是 ，是 物生产了人类和生物 中 有其 动物

的 物。

：“大 ， ”的 ，在生物 中 在着

样的 物 和 物 。 物通过光 作用 能转化 为 在

等有 物分子 的化学能，而 些能量 着 物 一级一级地转化和 。

此可以 ， 们的 物 论是来自 物 的 一 ，其中 有的能量

大部分最初 来自 能。

物中究 有 能量 物中的能量是怎样 出来的 们

开动 来设计探究的方 ，通过实验得出自 的 论。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中

：

1. 可 根 定 量的 食物 所 出的 的量来

食物中所含 量的 。

2. 可 定量的 的 来 食物 所 出 的

， 下 1 1 的 量 为4.2 。

选 食物样品的品 ，可 后的附录二。

3. 分小 出 的 ， 。

4.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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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 的 是 。

： 的 是 量的不 食物中所含 的 量

（ 样 不 样 ）；所测定的 食物中，所含 量从 的

可 为 、 和 。（ 的 是

）

：（ 《科学》 中 “ 究”的 ，

出所 的 与 ， 出 简 ； 出 的 作

和 ）

：（ 所 的“ 究”，自

于 和 于 录 果的 录 ， “

”、“测定 录表”等）

果 分 ：（ 的

、 果， 果的小 ， 根 果 本小

出的 检 ）

：（ 下面 出的 ，把 小

为 、 值的 出来 小 ，

， 与全 学 ）

1. 的小 选 食物作为测量的样品 为选

为

2. 的小 所测量的 样品分别 上 果

， 和食物样品的 量 为

3. 的小 每 食物样品所含 量的测量

来， 样测量所 出的 果和每 样品 测量2 3

出 的 值作为 果， 可 ，为

4. 和 与 的小 选 食物作为样品的小 自测

的 果， 是 样。 果不 样 与 小 可

成 果 的 。

5. 果 的小 选 的食物样品是附录二中所 的，

的 果与附录中（食物所含 ）的 。 果 者之

的 ， 的 、 和 作 等

全面的 ， 可 成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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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 需的能量， 大部分是 化后的 物分子在 中 “ ”

出来的。“ ”时， 在有 物中的化学能 出来，转化为热能和

光能。人类生 活动 需能量主要来自于 类， 类是 的能 物质。

然 物在体内的“ ” 上 与 全不同， 它们的本质

是一样的 有 物 化，生 二 化 （和 ），同时 出能量。

过程 作用， 们 经在七年级 学期学习过。 面的 子是

化 出能量的 应 ：

能量

然，在 中 发生的实 过程 要 ，一般要经过 步 应，

生 中间产物，而 应的 度 方面 素的 和 控制。

不同 类的 物分子不 能量的 不同，在 能量的方

各不相同， 要经过 步 的生物化学 应 步 ，分子 的

能量 是 有控制地、一点一点地 出来的。

本 分

分

们对 化 在 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经有 了解。 物分子在 中

的 化过程，同样 不开 样的 的参与。事实上， 大 的生 活动

要在 的 化 进行。 在生 活动中 有极为 出的地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生物 每 每 样的生物 学 。 ，

食物中的 粉 成 葡萄 ， 的葡萄 成 和脂 ；葡

萄 生成 二 和 ， 出 量…… 果

工 中 ， 、 、 、 等 ，

中 生物 成。 生物 ，

37 和 中 的 下 ， 是

的是 为 的生物 学 小小的 中 生，

不 不 人——大 20分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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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的 按照上 代的 成出 不 的

核 和蛋白 分子， 把 成 的 生生的大

不 的生物 —— 。

是 生的生物 ， 的 ，是

学 的 。 （ ）物 ，

定的 定的 物。 ，蛋白 蛋白 的

， 粉 粉的 。

大部分 作 （ ， 葡萄 等食物

分子 分 中 作 的 ）， 的 的

分 作 （ ， 中所含 的大量 ）。

大部分 是蛋白 。当 的 、 、

蛋白 成 的 ， 的 之 全

。 的 （37 ） 是 人 大 的

常 和 的 。

科学研究和工 生 中 是 的工 。

和 是 “生 的 ”—— 和

的“ ”和“ ”，是 工 不可 的工 ；医学上常

测定 （ ）中 的 来 ； 于

。 食品、 、 、 、 等 中

的作 。 的 作 把 的 成 定 品的 工

是 代生物工 的 。 为 不 成本 、 ，

和，可 代 来 、 、 、

的生 工 ，大大 生 ， ，所

全 的 ， 为是“绿 工 ”的代表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食物分子 （ ）的 （ 小 ）

分 ， 出分子中所 的 量。人 把

地 为食物分子的 （ 分 ）。 于 中

（ ）， 生 （二 ），所 称作 。

2 分析食物分子 “ ”与 中

和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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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 （ 生 学 成）的生物 ，

（ 可 ）物 ， 定的

定的 物。与 学 ， 的 （

）； 当 的 、 等 ， 的

（ 不 ） 之 全 。

我们已经知道，人体 要的 大部分能量是“ 物分 ”在

中 “ ” 出来的。而为这“生 之 ” 的 是 吸系

。那么， 吸系 具有 样的 ，又是 样实现这一功能的呢？

图 - - 是人体 系统的 示意图。 图， 图中的有关内

容和同学进行 论， 出 们认为有 要进一步 的 题， 着 些 题

学习本 和 面一 。

图5-2-1 人体 吸

子是 体 的进出 和

“ 理 ”。 子 的会 在 部上

面的 上。

由 的 、 及

而 ，上 与 相 。

相由 通的

组 ，

在一起 ，外面有

包着， 一 的海

。人的 由五 组

， 两 ， 三 。

分 两 ，分别进入 、 ，

、 。 在 一分 分， 为

来 ， 来 的 。

最 的终

大

。 年人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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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般 分 次 次， 有上 的 通过

进入人体，又有上 的 体从 排出， 一 体的

流动情 ， 一定会发现 些 的通 时 不在 着“大 ”。

，一 不 息的“ ”会不会使 们终 在 的 天，“

入”的 会不会 们的 中的大量 生物和其

会不会 们生

： 果 本中的 不 的 ， 不 的 ，

， 来，去 、 上 ，和 学

， 的人 。 的 不

是 的 —— 学习、 究的 和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人 的 子 的 和 下的 。 的

。 的 部分 的 ， 防 地

来的 ，把 、 等 物 。

， 中 把 分成 ，大大 的面

。 的预 面 大“ ”。 是

分 的 ，可 和 的 ， 来的

； 别是 3 ， 样，大大

和 的 5 2 2 。二是 的 ，

分 。大部分 的 口 中 的中上部 的地

， 的 “ ”， ， 部的

小，于是 分 的 成为 小的 出，

微 工作。 每 分 的

1 000 中 70 分 之后 成 ， 是

的 、 ， 可 “

”的 、 等 物。所 ，当 从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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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 的 、 。

和 的 中 样 的 （

5 2 3）， 不 地分 出 。 不 面 ，

中含 和 、 的成分。 的 、

等 ， 的小 子 样， 每分 1

的 ，把 、 等和 “ ” 部

出来， 是 。
上

中

前庭

图5-2-2 图 图5-2-3 管 的纤

上面 述的 样，在人体的 有着一整套高 的 理

系统。据 ，- 的 通过 后 度可上 ，进入

时 经 于体 了。而 一 理的全过程是在 分之一 内 的

人在 时， 间 的 或 以及

的 使 内的 间发生一大一 的

化，导致 内的 于或高于外 ，从而 入

或 出 体（图 - - ）。 面 们来体验一

的过程。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地 ， 测量的 。

图5-2-4 吸 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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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人 （ 分 ）， 定 中 人为 测 者。 测 者

常 ， 2人 后把 测 者的 ， 把

的 和后 ，分别 ；

部和 部 。把 和 的 录

下来。 后 ，每人 测 者和 测 者。

2. 上面 样 作， 和 录 的 ，与 常

的 ， 此 出自 于 的 。

3. 测 者 去 ，

自 ， 自 下 ；

名测 者 的面 ，

名 后 ， 按 照

5 2 5所 ， 皮 分别测

量 测 者 和 的

。 测量3 ， 录

果， 出 值 （

的

的 ）。 后 。

4. 上 作，测量、 录和 的 值，与 常

的 值 。

：

1. 为 每 测量3 出 值来

2. 本 3人的测量 果（ 分析 的 果

），是不是 样 分析 下， 之 ，

； 之 的 ； 从中 值

去 究的 是 准 样去 究

3. 上面 的分析， 为自 于

的 为

图5-2-5 测 围

们 入的 中的 是怎样进入 ， 着 运 全

的 同时，体内生 的二 化 又是怎样进入 ， 通过 运回



103

，进而 排出体外的 一 重要的 题是在 和 之间 体究 是怎样

交换的。

由 进的 通过 、 进入 。由于 上面 密密

的 （图 - - ），而它们的 又 （ 加

不 ）， 体 容 。

流经 外的 时， 的 的 中的

，而二 化 中的 。于是，二 化 出 进入 ，

分子由 进入 ，从而实现了 体交换（图 - - ）， 有二 化

的 了 的动 。

图5-2-6 管 图5-2-7 和 间的 体 示意图

动

部

动

， 一般 年人有 ， 以， 的表面

是 大的。

进入 中的 是怎样 组织

中 参与 物分子的 化， 产生

的二 化 又是怎样进入 的

是 时 的 和组织 之

间的 体交换，它的 理与 和

之间的 体交换 。 参 上面的

内容和图 - - ，在 的方框内

制 和组织 之间的 体交换示

意图。
图5-2-8 和组 间的 体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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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人 与 的 可 分为 、

和 等3 部分。 ， 与

和 中的“含量” 。

2. 人 的全 。

3. 下面的 。 后根 学习 的 和 中

的 分析 后面的 ， 的 和 是

不是 中 成的 当 、 的 ， 的

是不是与 。

：

（1）每 的 上 米。

（2） 的 于 ， 的

。

（3） 。

（4） 肉 带把 来 成 ，每

口 不是 的 。

（5） 下 分成 根 （ 、

）， 分别分为 和 自 的 叶（

叶 ）。

（6） 叶 ， 分 分， 来 ， 来 ，

6 根， 的 大成 ，

生 的 叶 的“大 ”。

分析 ：

（1） 和 的 的 、

和 等 面

（2） 于 的

（3） 的 与 的 出 的

和 学 ， 自 的分析是 。

4. 果 是 名医学工 人 ， 所 的小

——为 的人 人工 ， 为

和 于 是 不可 的 为 的

出 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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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的 系统应 有适 的自 洁和 能。图 - - 是关于人体

主要的自 洁和自 能的示意图。

一 ，生

之 会 。

有 ，人体内

有的生 活动

不能 。

定运动能力的关

素是 些与体内 运

输、 用有关的 素。

图5-3-1 人体 吸 的自 和自 示意图

人体 系统的自 洁

和自

和 是 自 洁和 的“ ”。 人体

等外 素 激，或 等 分 过 （或 中 有过 的

激 素）时， 会以 或 的方 将它们强行排出

整 由 盖着，

面有 的 体，能分

，为 加 、加

和 及 内 上的

对 进行过 ， 、

等 物

中 的 、 等

物与 发后 了

和 内 、

等和 起来 ，

“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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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和 分 的 ，当 辣椒、花粉

等 ， ，人 不自 地 口 ，

后 别 的 作把 的 出来， 是

。 和 分 的 ，当 等 分 物

中 的 物 ， 部 的 作把

从 部 出来， 是 。

和 出 的 出大量的 小

和 。 人调 表 ， 出的 可 200 ，

的小 ，“ ”可 4 5 ， 出上 小

和上 ，简 部的“ ”。

5 3 2和“ ”， 学习的 和

的 ， 下 ：

1. 者的 生 ， 面的 下

， 测 的 者 的 ， 带来

后， 学的 医学 ， 自 的

分析是 和全面。

2. 下 和 的生成量 于 常的量 果

物 的分 不 为

3. 为 不 地 为 别人，

当 等 口

活量指尽力 后 尽力 时 出的 体量。它是 能

的重要指标之一。 系统健 的人应 有 大的 活量。 可以增大

活量。一般 年人的 活量为 ，运动 可 。

5 3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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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 和 的 别，学习测量 量，

与 大小和 量的 。

： 量 （

5 3 2）、 。

：1. 3人 ，1人为 测

者， 2人分别为测 者和 录

者。3人 不 。

2. 按照 量 所

定的 测量 量。每人测2 ，

录 果， 值。

3. 和 和 的 别。

4. 每 人测量 ， 量 与口 的

部分。

5. 把测量 果与 面的“ 究 ”中所测 的

的 果 分析。

：

1. 小 每 学的 量和 的测量 果，

。

2. 出全 学中 量 大的 名 学的 量的 值。

样，分别 出 学中 量 小的 名， 学中 量 大

和 小的 名的 量的 值。 学 和 等

面的 ， 量与 和 等 。

图5-3-2 测

体育 与 活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 进行体育 是不是 的

能使 系统更强健，供 更有 进一步通过对有关信息的分析，得出

自 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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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 的 与 肉的

。 常 可 肉 ， 。

2. 不 的 大， 下 的

大 。 的下 中 的作 大， 来

每下 1 ， 大 270 ， 可下

7 10 。

3. 成年人 5 的 工作； ，

的 ，所 ， 常 大大 于

工作 的 所 的 分 。

4. 成年人 3 4 ， （ 是从 年

的 ）的 可 7 。

5. 每分 的 量 成年人 1

2 ， 别 大。

分 ：

1. 为 常 可 生 作

2. 上 ， 可 从 面 的

和 的 的作

3. 为 样 的 ，不常 的人

， 的 分从

相信通过分析 论， 一定更加 信经 体育 能使 系统更强健；在

前面 量 活量的活动中， 对自 的 能 经有 了解。 ，现在 是

准 为自 制定一 加强体育 的计 ， 从 天 开 付 行动

（ 别是 ）对 们 系统的健 会 来 方面的 。 ：

二 化 等化学 物会对 造 激， 对 有 的 作用；

等 物会使一些人发生过 应，导致过 、 年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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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 市 由 引起的 发 有 上 的 。同时，

在一些 地区，由 矿 、 化 等 来的 造 了 地

的增加。

别值得引起 意的是，在大 情 ，由 引起的 系统

不 物中 样发 、 应 ， 在一 时间 不 分

， 不容 引起应有的重 。 为 对 系统的 是 的、

期的，而 方面的 是 的， 以，不要等 出现了 时

引起 意，而要在 时 终对 方面 充分的关 ， 养 的

生习 （图 - - ）。

图5-3-3 的 吸卫生

关 质量 和天 ，根

据 适 排活动和增
体育 ，增强体质

关 地 情 ，

极参加 活动

经 生， 中

的 物

自 不 ，

的 ， 动
意用 ，不

等 新 的地

方 外活动

经 开 换 ， 内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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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是 的 。

 上 11 者，每年 掉 6 香 。

 每年 于 的 的人 300 。

 香 中 ， 物 。香 含

4 700 学成分， 中 43 物 。

 85 的 是 于 的。

上 于 的 自

卫生 和 国 出版的

《 与 》等著作。 5 3 4是

的 者的 ， 的是 中的

香 物。

面 和 ， 选
图5-3-4 的吸 的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人 自 和自 的作 。

2. 量指 所 出的

量。 是 的 指标之 。 的

量。

3. 为 可 大 量 自 的 量

果不 ， 准 去 大 量

4. 医生等 ， 常见

（ 别是 、 核、 等 ）的 、 等

的 ， 和 学 ， 定出 可 的预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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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 的 物质是 样被 到 体的每一个 中

发 作用的呢？人体在生 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代 产物如 化

等又是 样被 出体外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体 的“交通

网” 系 。 系 系 和 系

， 章重 系 （ lood circ lation y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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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由心 和 以及其中的 组成。心 和 成了

体 物质 的通道。 带着 和 物在这个 的 道中 往

地流动。你知道吗， 为什么能 一定的方向不 地流动？为什么

流动的 有 有 ？

中

于人体 中 的 ，大 和自 的 差不 。而 样一

的 能力 ，它为 流不息的 提供动力。全 的 天

要从 进进出出 次。 的 得上是一 而又 然的“动力

”。为 会 有 样的 能 们 来观察 的 。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人的 、带 部 的 鲜猪（羊） 。

：

1 .  鲜 猪 （ 羊 ） 的 （

6 1 1）， 的上部、下部和 、

， 部分 的 别。

2. 人 ， 面（

6 1 2）， 、 、 。

与 、 ， 、 的 ， 测

中的 。

3. 的 是 ， 与 之 、 与

之 的 。

4. 照人 ， 鲜猪（羊） 上 的 。

去掉 的 分别 中 ， 从 出。

图6-1-1 心 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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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心 工作示意图

：

1. 成 的 是

2. 与 的 与 的

别 为 的 与 的

3. 分析 录 果， 为 中 是 定的

是 按 定的

水 部 水 部

上、下

图6-1-2 心 的结构示意图

上

动

主动

的 能够自动、有 地 ， 一 强有力的“ ”，

将 进 ， 动 在 内流动、 。

通过观察 们知 ， 的 两 不相通，在

和 之间 在着 （图 - - ），

能 开。而 和动 之间有动 ，动

能 动 开。 此， 的 了 在

中 能按一定的方 流动： 动 。

从 作的示意图 - - 中可以 出，实 上
图6-1-3 

由 进入 、 充 入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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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次 是两 ，此时 ， 进入 ； 着是两

，同时两 ， 进入动 ； 后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果按每分 75 ， 的 108 000

。从 出生 ， 生 的 后 ， 样从不 地工

作 。

果按每分 75 ， 成 的 是0.8 。

可 6 1 5 地表 与 的 。

从上 可 出， 中， 0.1 ， （

） 0.7 ； 0.3 ， 0.5 。 样， 和

的 肉 分的 ， 分 。

不 的 上是 地 。

图6-1-5 心 中心 和心 的 示意图

时间

（ ）

人体有三 不同的 ：动 、 和

，它们 全 。和 相 ，将 运回

的 （ ）；和 相 ，将

运 全 的 动 （ ）。动 和

有不同的 能，它们的 各 点（图

- - ）。

动 的 ， ， 有 ，能够

高 ， 内 流 度 。 ，

入动 ，对动 产生 力， 是人们 的 。 着 的 动，动

相应产生一次 动， 为 ，通过 量 可以知 的次 。

从 发出的动 不 分 ， 分 ，最终 为 入 全 各

图6-1-6 动 和 的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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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的组织 之间， 些 相 ， （图 - - ）。

动 和 是人体运输 的“主 ”的话， “ 间

”， 通着“千家 ”（图 - - ）。

图6-1-8 通 动 和 间的 管图6-1-7 人体 部的 管示意图

的 ， 由一 上 ， ， 流 度

。 流经 时，能够与组织

之间充分地进行物质交换。

组织 间的

大的 ： 。 流入 时 力

，与此相适应， 大、 、

、 流 度 。对于四 的 来 ，将

回 是“ 行而上”，在 些

的内表面通 有 流的 （图

- - ）。
图6-1-9 流

， 的 ，大大小小、 来

96 000 ， 当于 地 赤 2 的 是 皮 上的

， 来 30 。 是全 的 是全部

的。 不 ， ， 部

的 ， “ ” 全部 。 此， 常

可 。

是人 大的 ， 2.5 ，是 的

2 500 。 ， ，可 每 200 。

为每 0.3 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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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 和 的 是

与 的

2. 中 成“ 小 ”， 。

中“ ”代表的是

由心 和 成的 网就 是人体的“ 航 网”，

就 在其中流 的 ， 和 不 地 往 体的每个 ，同

时将体 生成的 化 和 物带 。

： 中的 成分。

： 鲜 乳 物 20 、量 、5

（ ）、 微 。

：

1 .  鲜 物 分 量 中，每

10 ， 分别标 为 和 。

2. 量 中 5 ，

， 12小 （ ）后 。

3. 量 中 不作 ， ，

不 。

4. 量 上 和 量 中的 ，

微 下 （ 照 6 2 2）。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图6-2-1 实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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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1. 量 中 （ 未 ），出 。上

为 ， 分 为 。下 为 ，

分 为 。 之 。

2. 量 中 ， 样 析出，

。

：根 上面的 ， 为 中可 含 成分

通过观察可以知 ，

是由 和 组 的。

包括 为 的

和中间一 和

（图 - - ）。

两面 的 。

中 有 ，它是一

、 的 质。在

度高的地方， 容 和

， 二 化 ；在

度 的地方，又容 和 分

， 二 化 。 的

使 为 体交换

的“使者”。

态，主要 分是 ， 了运载着 外， 物质 可以

载体 运 。 的 基酸、 、 、 盐、 生素

等营养物质 是 进入 后， 由 它们 全 的。 流经 体各

部 时， 些部 产生的 谢产物（ 素、 酸等） 同时由 。

此外，在后面的学习中 们将了解 ，人体能够产生一些 体、激素、

等， 些物质的运输 是由 来 担的。 的 物 是 它运

。

图6-2-2 的 示意图

：其中 ，

， 、

基酸、 盐等其 物

质 。是 及其

物质的载体
能 过

， 入人体

的 ， 感

使

，加

使 ，

能

人体的各 化会 中， 以一 可以是 生观察 人体的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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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为当人 出 ， 的 量

口 出的 是 成的

2. 为 人的 常 中 指标 不 常

中各 分的 量相对 定， 上的 化验主要是

的 量和 的 量等指标。

（ 量）

红 （ ）

成年 子：4.0 1012 5.5 1012

成年 子：3.5 1012 5.0 1012

：6.0 1012 7.0 1012

白 （ ）
成人：5.0 109 10.0 109

：6.0 109 7.0 109

小 （ ） 1.0 1011 3.0 1011

红蛋白（ ）

子：120 160

子：110 150

：180 190

的 是有 的， 为 天； 在

中 生 时间为 天； 类 ，差 大，有的 活 时，有

的 年。 的 将 ，而新的 不 产

生， 充 中。人体产生 的 主要是 ，此外 有 、

以及 。

对于 们来 宝贵。 年人的 大 体重的 ，

为意外 了大量 ，或 使 ， 会 健

来 ， 有生 ， 时 需要输 。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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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1. 1667年， 国人 把羊的 的 ，

人 。

2. 1818年， 国的 医院 成 的

。 人的 者， 大出 人 此

。

3. 1870年 1871年， 中 大量 的 来

的 ， 成 ， 不 生。

4. 1901年， 地 学 （ .  

1868 1943） 人的 研究 ， 人的

后红 生 。 此， 人的 。

5. ，人 ，不 的人之 不是 可

的。 当 的 全。 成为 代医学的

。

： 上 ，

输 时，不同 型的 后可

能会发生 应，使

（图 - - ）， ，造 生

。 此，输 前， 要 定 型。

经发现的人的 型分类系统有上

，其中 型系统是输 时主要

的 题，在 一系统中，人的 型分

四 类型： 型、 型、 型和 型。

一般情 ，输 应以输入同型 为 ， 在情 又 不 同型

时，可 量、 地输入 者可 的 型 。

图6-2-3 同型 （ ） 型

发生 （ ）

A A 、O B、AB

B B、O A、AB

AB AB、A、B、O ----------

O O A、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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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究表 ，对于一 健 的 年人来 ，一次 不 过 量的

（ ）对 体健 有 的 ， 的 分和 在

时间内 可以得 充。

天 有大量 或意外事 而需要输 的

者， 可以为 们 来生的 望。 年 月

的《中华人民 和国 法》 定：“国家实行

。国家提 八 五 五 的健 民

自 。”为 人的生 是 民的

光 义务（图 - - ）。

图6-2-4 无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中红 红蛋白含量 。 者常
常表 为 白、 。为

来
2 生 地 的人和 物， 中红 的 量 于

地 的 照 ； 地
的 ， 中的

3 可 者的生 ， 者 是 中的
成分， 不 全 （含全部 成分）。 代医学 出成
分 ， 地为 者 中所 的成分。 分析，

名 人 成分
4 调 的 ， 人

后的

心 不 地 动， 动 在 和心 组成的密 道 定的

方向 而 始地 流动，这就是 （ lood circ lation）。自17

世纪英国 生 发现 以来，人们对 途 、过程的认识已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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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 ， 们 经知 ， 有
四 。 、 出的 同时开 两

不同的 。
：从 出来的 着 动

流进 。在 “ 体交换 ” ，
中的 出来， 上。

的 得 ， 们 它动
（ ）。动 着 从 部

流出后， ， 回
。 一 （图 - - ）。

体 ：流回 的动 经 进
入主动 ，经 级分 的动 ，将 全

各 。在组织 间的 ，
中的 等养料 出来输 各 ， 将 产生的 等 物 。流出

的 中 量 了， 得 ， 为 （ ）。
来自 部和上 的 经由上 流进 ，来自 和 的 经由

进入 。 部分 为体 ，又 大 （图 - - ）。
人体的两条 是同时进行的。事实上， 的 度 们想

的要 ， 在全 一 用不了 分 。

分 部分

图6-3-1 示意简图

部的

主动

组织 间的

动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下 是人 ， 中 的 ， 根

成红 （ 红 代表 ， 代表 ）。

动

全
身
各

静

全
身
各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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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 的 量 。 本 的营养

和 量从 来

来， 部 、 分 出来， 后 分

成小 ， 面， 分成 小 。营养物

和 的 。 和营养物

后，鲜红的 成 红的 ， 小 成大的

， 。 于 的分 ， 中的

， ，所 称“ ”。

， 量 大。人 ， 

的 量，大 出 量的1 20。 的 量

260 ，1分 的 量 等于 本 的 量。

大的 量 营养和代 的 。 工作量 大，

量 ， 量 大。 果 常，

， 本 不 营养物 和 。 是， 果

， 生 、

、 等（ 6 3 2）， 可 成

、 ，从 生 的

、 等 ， 生

生 。 是 样

， 称 ， 是

，所 称为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的

动

图6-3-2 动 示意图

中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含 的 小鱼、 微 、 养 、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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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的 花 小鱼的 和 部 来， 出 部。

2. 小鱼 养 中， 养 面（

6 3 3）。

3. 养 于 微 的 物 上， 中的

（ 6 3 4）。

图6-3-3 实验示意图 图6-3-4 管中 流动的

： 后，别 小鱼 鱼 。

：

不 中的 别 小的

，

， ，而 在

中流动 ， 分有 于 与组织

进行物质交换。

流经 时，经 化后的 物中的营

养 分（ 、 基酸、 生素、 等）将

进入 ， 运 全 。

流经 时，营养和其 物质 分在

转化、分解、“深加 ”后， 运 各

组织 。

流经 ， 使人体 不 地得

的供应。

流经组织 ， 来了 和养料，

通过 “ ”营养物质获得能量，同时产

生了二 化 等 物。

图6-3-5 流 各组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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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 时， 了 和 能自由进出外， 中的 物质，

、 、 盐等 能 进入 间 。 们 间

中的 体 为组织 （ ）。事实上，全 的 “

”在组织 中。

大部分组织 会 回 ， 为 的一部分，一 部分 进入

在于 间 中的 一 ， （ ）（图

- - ）。全 各 的 来 大的 ，最后

两条最大的 ，在 部与 相 。 中的 又回

中（图 - - ）。

部分

图6-3-7 示意图图6-3-6 组 关 示意图

组织

组织

在 上 分 有 ， 流经 时， 的

能起 、 人体健 的作用。

从组织 ， 回 ， 是一 运行的过程。

使大量组织 重新流回 ， 别是能将 量由 出的 质和

的 分运回 ，是 的 运输部分。

人体排出生 活动 产生的 谢终产物 、 素以及 的 和

盐等的过程 排 （ ）。 是通过 系统排出的，而其 谢终

产物主要通过排 的方 排出体外。

的 和排出 系统。人体的 系统由 、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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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和 组 （图 - - ）。

是 的主要 ， 大 包 ，

包括 、 和 部分（图 - - ）。

图6-3-9 单位示意图

出 动

入 动

图6-3-8 性 示意图

（ ）
输

（输 ）

（ ）

（排出 的通 ）

实 上是一 由入 动 的分 的 ，

一条出 动 。 一 的 子，包在 外面。内 “ ”

， ，“ 子”的 部与 相 通。出 动 在

第二次分 。

下表是 小 中的 、 小 （ ）与 成分分

析 ：

分
（ ： ） （ ： ） （ ： ）

900 930 990 950 970

蛋白 70 90 微量 ——

葡萄 1 1 ——

7.2 7.2 15.0

0.3 0.3 20.0

：

1. 和 小 的成分， 者的 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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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和 小 作

2. 小 和 的成分 ， 为 可 是

部 生的

3. 和 的成分可 ， 出的物 是

从 动 进入 后，在 部 由于 的作用， 中的大部

分物质（ 和大分子 质外） 过 中， 。

流经 时，其中 、 基酸、大部分的 和部分 盐会

重新 ，进入 外 的 ， 而流回 。 经重新 后

为 。

中 的 经输 时 起来， 一定量

时，人 会产生 意。在 经系统的控制 ， ， 经 排出体外。

了通过 的 之外，人体 可通过 出 的方 排出 谢终产

物。 流经 中的 时， 中的 、 盐、 素、 酸等物

质可通过 的分 ， 经 导 排出体外。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中 的 是 ， 中 的 是 ，

。

2. 部和全 的 生 ，二者

不 后的

3. 人 ，从 部 的青 样的

4. 和 出 ， 中的 是

5. 人 代 物 出的

6. 简 是 、 出 物的 的。

7. 是 的 口。 常 检 、 地

的 。 果 中出 大量蛋白 ，可 是 的 部

分 生 果 中 葡萄 ， 可 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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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 示意图

组织

热

热

物（能量）

二 化
热

、 物等
热

环
系
统

化系统

系统

排 系统

人体与外界 始终在进 着物质和能量的交 ，应 说我们的 体

每天都有改变。 是 在冰天 地的 天或是 日 的 天，我们的

体 始终 持在37 又如在 的体 动之后，我们心 、

吸 ， 是过一 ，我们又 了平 的心 和正常的 吸 。

变和不变这一对 ，在我们的 体里 是相互 ，和 。

中

图 - - ，人体通过 化系统从外 物， 物经 化后 为可

的营养物质从 进入 系统， 运 体的 一 。在 中， 些

营养物质一部分 加 的组 部分，一部分 时 起来。同时，人

体通过 系统从外 获得 ，经 的运输， 。 中

的 等物质在 的参与 化分解，其分子中 的能量 出来，

而产生的 和 等经 运 、 等 ，以不同的方 排出体

外，而 的能量一部分供 生 活动的需要，一部分用以 体 。

的来 ，人体一方面从外 获得营养物质 自 的 体， 能量；

一方面又不 分解体内的部分物质， 能量，排出 谢终产物。 们

人体与外 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以及人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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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新 谢（ ）。人体在新 谢的过程中不 进行自 更新。

事实上，不 是人体， 有的生物 在与 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

换，新 谢是 有生物基本的 同 。

对

、组织 、 和 内 体 体 。体 是人体 生活的内

，是体内各 “化学 应”进行的 ，内 的 定是各 生 活动

进行的 。 ，人体是 何在不 化中 内 定的

， 人的体 终 在 ， 是由人体在 经和体 的

控 ，各 系统 统一，使 体的产热和 热 于相对 的 态来实

现的（图 - - ）。

体的热量是

由 时

出来的。

的表面

大，是主要

的 热 。

出的

体可以 一

部分热量。

部分热量

、 等 。

得发 ，实 上是

通过 加 能量。

天 ，

于 。

天

， 于

热。

出 是 体 的

重要 ， 天 体

发的热量 以上是

出 实现的。

图6-4-2 体 示意图

此外，人体内 分、 盐的 量， 量等 于一 相对 定的

， ， 得 了会感 。 了， 量 会增加。想一想， 是

能 出其 的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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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 代 的 所

2. 从 代 的 ， 样 “生 ”的

3. 人 是 定的， 的 ，

， 定的 生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在 代 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生 活动中的每一过

程都离不开 系 的工作。 持 的心 和 系 是让你的 体充

生机与活力的 。 

后，同学们普遍 感 心 ， 大多能在 短时间 正

常，有的同学 面 、 吸 ， “心都 出 了”，

时间不能 正常。你的 是 于哪一种呢？ 能力 然和 部

直 有关， 同时也反 了心 功能的 。

表

（ ）是 分 动的次

。 年 、 别、健 而有 不

同。 年人 的 动 一般为 次 分

次 分， 时 为 次 分 。

由于 与 的次 是一致的，可

通过 部 动 的次 ，得

（图 - - ）。 图6-5-1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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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后， 的 不 的人 的

与 人 后的 别 的

是 不 的 别

上 中， 小 究的 者 可 出

的 ： 。

选 中的 定为本 究的 的。

：根 所 定的 的， 出本小 的 。

：根 出的 ，与小 学 。

：

1. 测 ， 准 带 的表。

2. 选 测 者 ， 是 照 。

3. 为 测 的 研究 值， 和 的人 每

测 的 测量的 。

4. 按小 的 究 ， 录、 和分析

。

5. 表 的 录 。

6. 自 小 的 上， 小 的

究 和 果， 不 与 的 全面的 。

： 。

：

1. 为， 是不是

的

2. （ 常 的人）与 人 的 ，

为 的 为

本

动一次， 中的 入动 。 次 时 出的

量， 输出量。人体在 态 输出量 为 。 输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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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分输出量，是 分 输出的 量，在 值上等于 输出量

以 。

不同 体 的人 输出量是不同的。强健有力的 发 、 动

有力， 输出量大大高于 人。 样的 时 ， 作 力

大。而 能 的人， 输出量 ，一 体活动量增加， 加

来提高 输出量。 样的 容 劳，不能 久 作。 年 于生

发育的 金时期， 适 的体育 有 于改 的供 ，使 发

育得更强健。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中

国的 医学 “ 、 、 、 ” 的 来

。 中“ ”指 ， 是 常 的“号 ”，是 中医

的 。 的中医 食指、中指、 名指 人的

， 可 大 。

来，人 的 常 ，常 的 ，

生 、 的 ， 和 的 。

的 ， 是“ ” 的 所 。

从 来 ， 年 的 代

的 。《 》 ：“ 者， 。” 为 于

。1973年从马 中出土的医 《 》是 国

的 学 著。 出土的《 》中 “ 人

”的 。 人 米 的 和 来 不 的 ，

是 国 于 常的 。

代的医学 的 ， 国的中医 不 。

代 的《 学》， 简 ， 的生 、 的

、 的 与所 的 ， 出 的 等，

成为后 学习 的 物。 中国成 后，中医与 医、

、工 等 学科 ， 中医 代 面作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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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们物质生活 的提高， 不 上 的 ，高

、 、高 等 的发 年 于年 化， 为全社会关 的话

题。 究表 ，健 的生活方 是 系统健 的前提。

（ ）是 流过大 时产生的 力。通 的 是

指体 中 动 部 的动 ，可以用 计在上 动 得。

时，动 的最高值 ； 时，动

的最 值 。通 的表示方法为： ， 是千

（ ）。

健 年人的 动 为 ， 一般为

。 一 人的 经 过 ， 认为是高 ；

于 ， 是 。高 是一 见的 ，可能引

发 、中 、 等 ， 重 人体健 。

高 应 意养 的 人生活习 ：

，

体

体重

最 导致高 。

高 、高

的 物

新 的

、 的

流更通

过度

的 会 的

高。

不要 的

物， 有 体。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常测量 是 和 人的 的 面。

测量 简 ：

1. 准 （医院常 的是 ）和 。

2. 测者 为 上 ，与

（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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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带 的中部

， 皮 于上 ， 带

下 2 3 ，不可

。

4. 于

上， 之与皮

， 不可 。

5. “ ”的 ， “ ”， 表 与

之 的 ； 带 ， ，

后， 20 30 ， 后 “ ”的 ，

去 带 的 。当 ， 的 值为

， 续 ， ，当 的 值为

。

6. 测量 成后， 零 ， 2分 ，

测量 ， 测量 值的 值 为 测者的 。

（ ： 测 的 值 成国 ：1 米

133.322 ）

： 后 定 ， 后 表

与 的 。

图6-5-2 测

科学 究表 ， 和 者 的

高于其 人。 中的 是一 极其有

的物质，它能加 ，使 ，造

高；它 可导致 的 量增加， 在

上，使 （图 - - ）；

能加 的作用，造 。 些

重的后 将 导致动 化或 等

的发生。 时产生的 能够 地和

， 运输 的能力，造 体 ，为

来更大的 担。

值得 意的是， 动 者同样会 ，有

资料表 ，经 动 的人 等 的 人高一 。 此，

市 定 在 。

图6-5-3 动 管

的动

样 化的动



134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根 卫生 的 研究 ：“大 2015年， 国

和 中国 的 大 ，生 成为 号

。” 卫生 人 的 定 人 自

的 。

所 生 ，简 之 样生 。生 是

不 饮食习惯、 、 、 等不 的生

成的， 、 、中 、 、 和

等。 卫生 的 指出： 生 的人

， 国 人 的70 80 ， 不 国 中

40 50 。

表 ：当 人 和生 的 中 的

不是 、 等 生物 的， 是 不 、不科学的

生 成的，预防生 为 。 卫生 称，

每 人的 与 60 于自 ，15 于 ，10

于社 ，8 于医 ，7 于 （ 与 ）。

此， 生 的 ， 不 的生 习惯， 科学

的生 来预防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所 的 中 人 的生 习惯

， 出 的

2. 的生 中 不 的地 为 的 ，

照 饮食、 当 等 面为自 的生 。

适量 有 于 ， 是 对人体会造 ，可 发

、 等 ， 会引起 ， 导致 化， 为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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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物中的营养素主要有 质、 类、 、 、 生素和 盐六大

类。 一类营养素对人体 是不可 的。不同 物 有营养素的情 不同。

质、 类、 是产能营养素。由于它们在人体内 有 方

面的重要 能，而 能量的 点各不相同， 以要按照一定的 入。

人体对 生素和 盐 需的量 然 有 ， 是它们的作用 重

要，而 在人体中不能 （或 的量不足）， 以 从 物中 入。

然不能 人体 化， 它在 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以， 中应 一定的 量。

人体的 化系统包括 化 和 化 ；对 物的 化作用可分为物理

（ ） 化和化学 化两 不同类型。

化 的不同部 分 着不同的 化 ，分 不同的 化 ， 面

有不同的 化 ，对不同的 物 分进行 化。 以不同 物 分在 化 内

不是同时 化的。

物的 化从 开 ，在 和 上 基本 。 了 、 和

以外， 、 、 和它们 分 的 化 在 物 化中 发 重要的作用。

营养的 主要发生在 中， 物 的 理主要由大 。

和大 的 造 与它们的 能相适应。

国有关主 部 制定 了《中国 民 指 》和“中国 民

宝 ”。 们应 意 “ 理营养， ”的 。

关 全， 一定的 全 识 能选择 全的 。

物在人体 内 能量的本质与 在 中的 一样， 是

有 物 化生 二 化 （和 ），同时 出能量。 是二者的过程

不同。

不 在 化过程中发 作用， 大 的生 活动 要在 的 化

进行。一 化一 （或一类）物质经 定的 应得 一定的产物。

是由活 产生的生物 化 ，它的 化 极高。 在科学 究

和 生产中 是重要的 。由于 有的 是 质， 的 化能

力 会 酸碱度、 度等 素的 。

系统 是人体“生 之 ”的“ 排 系统”，通过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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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不 地为 体提供生 活动 需要的 ， 排出 谢 产生的二 化 。人体

系统的 造有 于 体的进出和交换，与它的 能相一致。

体交换的全过程包括人体与外 的 体交换（ 运动），

与 之间的 体交换和 与组织 之间的 体交换。

人体 系统有 能 的“ 理系统”以及自 洁和自

作用。 活量是 能 的重要指标之一。健 的 系统应

有 大的 活量。体育 可以加大 活量。

体育 、 的 生习 和 的 是 系统健 的

素。而 等不 习 会对 们的健 造 重的 ， 会 。

人体内物质的运输是由 系统 的。 系统由 和

以及其中的 组 。 和 是运输的通 。 是运输的载体。

提供了 流动的动力， 中的 按 定方 流动。

有三 ：动 、 和 。三 的 和 能各有不同。

由 和 组 ， 有三 ： 、 和

。 中 有 ，能够运输 和 。 是运输 和

物质的载体。

通过验 可以初步 人体的健 。

输 前 验 型 进行 验，一般应以输入同型 为 。

是 民的光 义务，国家提 以上的健 民义务 。

分为 和体 两部分。通过 ， 动

， 排出；体 将 和养料 组织 ， 和 物。

组织 和 来 于 ， 与组织 之间的物质交换是通过

组织 进行的。 通过 回 中。

体内 谢终产物排出的过程 排 。 是主要的排 方 。

系统包括 、输 、 和 ， 是主要的 。

是 和 能的 ，包括 、 和 。

在 中 过 ， 经过 时 重新

。 经输 、 、 排出体外。

在 系统的运输过程中，人体与外 不 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

交换，人体内 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转换， 一过程 新 谢。

人体在不 的 化中 着内 的 定， 体 的恒定。

适 的体育 和 的生活习 能够使 的 系统更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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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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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电 你叫 ，你用 波 早 ， 后

到学 。上 铃 了， 着 记 电 进 ，不一

在 上播 视 你 学后 到家里打开台 起了作 ，

感 天 开了空 。 息的时 了 电视，还用手机

同学发个短信

我们的 到 都是各种各样的用电器和电 。在现代生

活中，我们已离不开它们。然而，它们是 么工作的呢？为了弄

它们的工作 理，我们 须 的电 知识学起。让我们 进

关于电的知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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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用到的用电器如手电 、电动剃须刀、电 、手机、平

电 等都 要电 来 电，它们的 部都有电 ，有的比 ，有

的 常 。让我们先来认识 的电 。

：小 、 、 （ 2 ）、小 、

、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图7-1-1 小电机 器

导 、 的 等 是由金属 的。金属 在着大量可以自由

动的电子， 通 电 时，电子会 “ 力”定 动， 电流。 电

：分别 ， 后 小 ，小 来，

。

： ， 检 下 。

：

1. 的 （小 、小 、 ）

2. 的 ， 、 、 代

3. 的 ， 的

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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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 电 （ ）， 是一 用电 。电 、用电 、导 ，

加上电 ， 了 电路。

电 是为用电 提供能量的 ，它能将各 的能转化为电能，使

电路中产生电流。 电 将化学能转化 电能， 电流通过 时，电

能又转化 光能和内能。

电 有 极。 用电 在 入电路时需 、 极，不 的

会使用电 法 作， 会 用电 或电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常生 中的 常 。从 、 、

、核 等， 成 的 大 。

中， 学 是 出 的。

1800年， 大 科学 成 上 学 ——

（ 7 1 2）。 成，每

和 成。 的皮

中 。 中， 子

从 ， 生 的

。

（ 7 1 3） 是 学

。 。 的 是

， 是 的 ， 是

的 ， 面 学 品。 中

的 是 的 。 的是

的 。

、 、 工 、 等

上的 是 子 的

简称。 子 于工作

、 小、 量 、 量

、 、 、自

小、 等

。 是21

的 。图7-1-3 各种 电

图7-1-2 

理图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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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 后， 电 ，用电 作。 情 电路 通， 为

通路（ ）（图 - - ）。通路时电路中有电流。 电路的电

有 ，或者电路在 开， 用电 不能 作， 情 路或者开

路（ ）（图 - - ）。电路 于 路时 有电流。在图 - - 中，

用电 L 两 用导 起来，电流不 通过L ， 情 路。

电流不经过用电 ，相 于导 了电 的 极和 极（图 - -

）， 情 电 路（ ）。电 路时电路中会有 大的电

流， 会 电 引起 。 此 电路时 电 路。

实 的电路可以 实物图来表示， 图 - - 。 用 号来表示电路的

话，会更 洁方 。 此人们 定了一套电路 件 号来表示电路中的各 用

电 或 件（图 - - ），用它们来 电路。 样 出的图 电路图。图 - -

、 是图 - - 、 对应的电路图。在 生活中，用电 的电路是 分

的， 图 - - 是 能 的电路图。

图7-1-4 通 开 和

（ ）开路（ ）通路 （ ） 路 （ ）电 路

图7-1-5 电 电 器 的 号

（ ）通路 （ ）开路

（ ）一 能 的电路图

图7-1-6 电 图

S S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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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出电路图是设计、 和 修电路的基本 。 面 们通过 习

电 的电路图，来 电路图的基本要求。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学 地 。

： 、 。

出 面 的“ 究 ” 中的 。

：

1. 和 。

2. 的 ， 成“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出 7 1 7所 物 的

。

2. 者 人 的 下，调

学 、 社 的 ，

地 生 的 ，

部 出 的 。

3 .  作 。 ： 二

（ ）， （1.5 ） 、

（33 ）、微 按 。按 7 1 8所

后， 可 成 的 作。

的 上的 。

图7-1-7

图7-1-8

用电器 有在 通的电 中才能工作，因为 时电 中有电流流

过。 是，电流 不 也 不着，如 知道它的 在？电流是否有大

小的 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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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中 不 的 。

：小 （ 号不 ）2 、 1 、 1 、

根。

：

1. 按照 7 2 1 。

2. ， 是 。

对于 来 ，通过它的电流有大 之别，在电 相同的情 ，电流

大，它的发光强度 大。 们可以通过 的发光或发热等 应 电流的

在。 在科学 究和生产实 作中 需要

用 表来定量 量电流。

电流从电 极通过用电 流 极。

人们 定电流的方 是 电 定 动的方

。 在金属导体中，可自由 动的电 是

电子，而电子 电 ， 以电流的方 与

自由电子定 动的方 相 （图 - - ）。

电流的大 用电流（I）表示。电流的

是 培（ ）， （ ）。

电流的其 有 （ ）、

（ ）等，其换 关系为：

（ ）

（ ）

图 - - 示为 见的用电 作时的电流。

图7-2-2 电流的方向

自
由
电
子
定
向
移
动
的
方
向

电
流
的
方
向

图7-2-1 电 图

： 小 不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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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表

电
中型电动

电

图7-2-3 几种 的用电器 工作 的电流

电流表是专 量电流大 的 。图 - - 示为实验 用电流表及

其电路 号。从外观上 ，电流表主要由表面 度、指 、 和

等组 ，其实它 有 密的内部 造。电流表有上、 两排 ，对应着两

不同的量程（最大 ）， 量程 有对应的 。图 - - 示的电流

表的 分别为 、 和 。

图7-2-4 实验 用电

流表 电 号 图7-2-5 电流表

电流表的内部 造 密， 使用不 容 。 此 们使用电流

表时，应 意 作。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表

：学 表。

：小 1 、 3 、 1 、 根、

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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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照 7 2 6 。 、 的 。

2. ， 出 值 。

3. 不 的 ，

1和 2， 测量 表 中。

：

1. 从 表的“ ”

，从“ ” 出。

2. 不 把 表 的 （ 7 2 6 ）， 样

表。

3. 所测 不 表的量 ， 表可 。

当测未 ，可 测 大小，选 当量 ， 后

的 表的 （ 7 2 6 ）， 指 的

是 量 之 ， 果 出量 ， 大量 的 表。

： 的 ， （ 大 小），

来 （ ）。

（ ） （A）

1

2

3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 、 、 、 、 调

等）的 中标出的 值， 果上面 标 值，

录下来， 作 。

2. 小 的 大 是0.27 ， 等于

的 大 是110 ， 等于

图7-2-6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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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天 的日 ， 你 碰一些物 ，如 门 手或各种电

器的 外 ，甚至在 人 时，有时 到 声， 有被电 的

感 ，要是在 间还 到 。那是因为你 上因 起电带了 种

电 。 你 别的物体时发生了电 转 ，即 电现象。然而这种

电 是 间的，不 持 。而在 通电 的电 中电流能 时间持 产

生。这是为什么呢？

不 们用 中的 流来作一类 。 图 - - 示，A、B两容 的

部用一 通，容 中 有 。在图 - - 的情 ， 中 有流动。

将容 B 提高（图 - - ）， 中产生 流， 会 流动。

用一 将A中的 不 地 B（图 - - ）， 可使 流 。两

同一高度 的 强不同， 产生了 的流动。类 地，一 电路两

有电 ， 会产生电流。 ，而电 一般由电 提供。

电 可用电 表 量。图 - - 示为 见电 表及其电路 号。

（ ） （ ） （ ）

图7-3-1  图7-3-2 电 表 电 号

在国 制中，电 的 是 （ ，用 号 表示），电 的

用 有千 （ ）、 （ ）等，它们之间的换 关系是

千 （ ）

（ ）

图 - - 示为一些现 和用电 的电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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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高 输电可 动力电路 民用照 电路

化 电 ， 电

电 ， 电 电 人体的 全电 不高于

图7-3-3 现 和电器的电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表

：学 表。

： 表1 、 4 、 根。

：

1. 表，表 上的符号、 和 的符号

表

2. 按照 7 3 4 和 表

来。 （ ）、 （ ）

的 。

3. 出 表的 。

4. 不 的

作为测量 ， 2和 3， 后 下表：

图7-3-4 测 电

干 （ ） 1 2 3 4

（ ）

：

1. 表 测 的 。

2. 表的“ ” 测 的

（ 从 表的“ ” ，从“ ” 出）。

3. 测量 测 的 值不 表的量 ；表 上下

的选 ， 与所选 的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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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表

子 和 测量 的 ， 测量

、 的 所 代。 的测量

、 的 表、 表 表 代。

表（ 表， 7 3 5）是 代 的

子测量 ， 于物 、 、 子等测量

。 测量 、 和 的 ，

测量 、 等物 量。 于 学测量 表，

、 、不 、量 大、

等 。

图7-3-5 

用表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7 3 6所 的 中， 表测量 L1的

， 表测量 L1 的 。 表和 表

果不 ， 。

（ ） （ ）

图7-3-6

L

（ ） （ ）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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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3 7中的 ，分别 中的 表 测出

小 的 ， 表 测出 小 的 。

图7-3-7
（ ） （ ）

3. 7 3 8中

表的

，

出 表的 。

4. 成下

：

（1）0.18    （2）250  

（3）5 105  

（ ） （ ）

图7-3-8

电 通常要用 线来 。你 意过吗，常 的 线一 是用 或

的，特别重要的 还 用 的 来 线。铁也能 电，而且

成 ，为什么不用铁来 线呢？

观察导 、电 （图 - - ）等

电 材料，可以 导 的内 、

电 的 和 等是用金属

材料 的，而导 的外 和电 的

、 等是用 料、 之类

的材料 的。前者能 导电流， 图7-4-1 导线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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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导体对电流的 作用一般不同。在相同的电 ， 作用大的

导体，通过的电流 ； 作用 的导体，通过的电流 大。 们用电

（ ）来 导体对电流 作用的大 。

导体电 通 用 R表示，电 的电路 号 图 - - 示。电 的

是 （ ），

（ ）。 在导体两 加

电 ， 得通过导体的电

流是 ， 导体的电

是 。

用的电 有千

（ ）、 （ ），它们

的换 关系是：

（ ） 千 （ ） 千 （ ） （ ）

电子技术中经 用 定电 值的 件 电 （图 - - ），电

定值电 。

导体（ ）；后者不能导电， 体（ ）。 导体的

导电 能 相同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对

： 表1 ，2根 0.5 、不 的 （

、 ）、 1 、 1 、 根。

：

1. 照 7 4 2 ，

根 AB ，

， 表的 。

2. 根 CD
， ， 表的

。 测 的 值。

： 1与 2的 值 等 为

图7-4-2 导体对电流的 作用

A
B

C
D

R

电 的电路 号 电

图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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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活中 见过 些导体 些导体 了材料不同之外， 、

会有差 。在设计、 电路的时 ， 要 导体的电 大 ，

定导体电 大 的 素主要有 些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定 大小的

： 。

：（ ： 出的 大小的 的 可 不

， 此 研究上 于“ 果” 。研究此 ，可

分别研究， 研究 的 不 。）

：（ ： 表 录 。）

：（ ： 所 的 是 定 大小的

所 的 不 的地 究

中是 地 ， 和

学 。）

大量实验表 ：导体的电 大 导体的 度、 面 和材料的 类有

关。电 是导体本 对电流的一 作用。不同导体对电流的 作用一般

不同。 表 出了一些 、 面 是 的材料在 时的电 值。

（ ） （ ）

0.016 1012

0.017 大 1013 1015

0.027 1016

0.052 1014 1021

0.096 1016 1019

0.11 1020 1023

0.48 1030

0.95

1.09 1.1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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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来，上面 们探究得 的 论 是 对 度 化不大的

情 而 的。实 上， 度对导体的电 有 ，在极 情 能将

体 为导体。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对

： （ 去 ）、 、

（6 ）、 二 、 。

：

1. 照 7 4 4 ，

， 二 是 。

2. 的 ，

二 是 。

： 上 图7-4-4 实验装置图

然导体的电 着 度、 面 不同而不同， 们可以通过改

电 来控制电路中的电流。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学 。

：小 1 、 1根、 2 、 根、

1 。

：

1. 7 4 5 所 ，AB为 ，C为 ， C AB
上 。 的 。

2. 1中的 成 ， ， 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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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通过改 电 的 度来改 入电路的电 。 动

的 上 密地 着一 ， 由表面 着 的电 。

A、B分别与电 两 。 C、D分别 在 上方的金属 的两

，和金属 P相通。可 动的金属 P 在 上。 与 的

地方 经 ， 样通过金属 P， 与金属 通了。通过金属

P在 上 动，可以改 动 入电路的电 的 度，从而

改 电 的目的。

们可以用 动 地改 入电路的电 ， 法 得知它

入电路的 值大 。电 箱（图 - - ）是实验 用的 一 ，

能够 动 的不足，

可以 出 入电路的电 值。

在电子电路中有着广

的应用， 光 以及电子电

路中广 使用的电 （图 - -

）， 是一 。

：

1. 1中， 的

2. 1和 2， 的 工作 。

3. 的 可

4. 

图7-4-6 

（ ）电（ ）电 箱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和 之 ， 和 是 常 的 。

1. 

的 于 和 之 ： 的

图7-4-5

（ ） 动

P

A B

DC

（ ）改 电路中的电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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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称为 ，常见的

、 、 等。

的 学 ，人 成

不 的 ， 、 成 、 等。 中的

是 作的。 、 等

。 作的 ，可 来测量 小 的

。 成的 ，可 于 。

的 。 学 不

。

2. 

1911年， 科学 （   ，

1853 1926） 的 中 ，当 下 4.2

（ 268.95 ） ， 的 全 ， 称为 ，此

称为 。后来 和 与 的

下 去 的 。 于 的 1913年

物 学 。

， 上面（ 7 4 7）。 果

常 下 的

， 可 大大 的 ，

常 人。为 的

下 （ ）的

，科学 不 的 ，

著的 。1986年，科学

物中

， 中 的 140 出 。

的 常 ， 于 、 和 、

、 和 核 等。

图7-4-7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2.5   ； 0.47   。

2. 根 ， 的   （ 大 小 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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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4 8中 的 ，

中， P ， 的 样

4. 7 4 9是 自 测量油 油面 的 。R是

，油量表 表 成。从油量表的指 可 油

的油面 。 的工作

在 于通 的电 中， 体中有电流通过，那么这个电流的大

小是由什么 定的呢？

中

： 的 与 的 的

定量

：（ ： ， ，

）

 

：（ ： 可 是 “ 果”的科学 ，

可 量的 研究。可 选 不 值的定值 作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图7-4-8

（ ） （ ）

（ ） （ ）

PP

P P

图7-4-9 自动测 高 的装置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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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验 们知 ： 导体的电 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 的

电 ； 加在导体两 的电 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的电

。 是 国物理学家 通过大量实验 究得出的， 此 之为

定 。

用I表示导体中的电流，U表示导体两 的电 ，R表示 导体的电

， 定 可以表示为：

I U
R

中I、R和U的 分别是 、 和 。

定 对于设计、 和 修电路 重要。 用 定 ，可以计

出通过导体的电流； 可以根据 的条件，计 用电 作时需要 大

电 ，或者计 出用电 的电 ，等等。 面通过 体的 子，

定 的应用。

1 图 - - 示为一 在 作的电路中的

部，现 知 电路中通过 的电 中的电流， 在

不切 电路的情 ， 何 量

分析和解 ：根据 定 ， 知电 和电

， 可以求得电流。 此，可用电 表 出 电

两 的电 ，然后用 I U R 能够计 出通过它的

电流。

为研究 。 出 录 的表 。 研究 。）

 

：（ ： 作， 测量的 录

的表 中， 可 作中的 录下来。）

 

：（ ： 的 定 的 究

中， 是 测量 果是 可 研究 果

值 和 学 ， 成 全面的 。）

 

图7-5-1 通电电

的 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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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 - 示为用电 表和电流表 一

电 值的电路。电 表的 是 ，电流表的

是 ， 电 的 值是 大 改 电

，使电 电 增大 ， 时电 的 值是

大 电流是 大

解：根据 定 I U R，可以得 R U I。在

本题第一 情 ，

R U I 。

由于电 是导体本 的 质，与 加电 关， 此在第二 情 ，它

的电 然是 ， 时电流会增大，

I U R 。

： 电 的 值是 。 改 电 ，使电 增大 ， 时电

值 然是 ，电流是 。

图7-5-2 

R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   ，1787 1854）出生 国。 从小

， 根 。 年 学，后

来 成学 。

当 年中学 ， 之 ， 于科学研究。

的 简 的 定 ，花 10年的 。当 的

， 的是 ， 不 定， 带来 大

的 。 5年的 中 的 定 。当 大

的 是 成的测量 的 ， ，

， 自 成 当 的测量 的 （不是

的 表）， 定量研究成为可 。

的研究成果—— 定 表之后， 当 科学 的

和指 。 是 面 ，人 是 定 。

1841年， 国 学 当 科学 的 ——

。为 ，后人把 的名 作为 的名称， 把

的定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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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子 表的 是 的 ， 究

子 表工作 ， 的 当于 大 值的

（ ： ）

2. 人 的 全 不 大于10 ， 常工 的

全 不 36 ， 此 人 的 大

3. 表和 表测量 的 中， 表的 为

4.8 ， 表的 为0.5 。 果 后， 表的 为

12 ， 后 量 为0.6 的 表 不 果不 ，

图7-6-1 示分别为一种 电 和家 电 ，你能说

出它们的 方 有什么不同吗？

实 电路 ， 可以 它们 是 的基本电路的组

。 联电路（ ）和 联电路（ ）是两 基本电路。

在 联电路中各 件 次 相 ，电流 次流经 件。图 - - 中

的指示 A和 眼 B 是 相 ， 联 电 ， 了 联电路。

图7-6-1

（ ） 眼 电路

电

电

B

A

（ ）照 电路

电

电

B

A

L1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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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 联电路中，通过一 件的电流同时 通过 一 件， 开

电路 ，将会出现 路。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1. 学习 的 。

2. 究 的 。

：小 （ 号不 ）2 、 1 、 2 、

表3 、 表3 、 根。

：

1. 按 7 6 2所 表， 后 下面 白 出

的 。

图7-6-2 研究 联电 的电流特

2. ， 下 表的 ：

1 2 3

（A）

3. 按 7 6 3所 表， 后 下面 白 出

的 。

图7-6-3 研究 联电 的电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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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下 表的 ：

1 2 3

（ ）

：

1. 中， 的 ， 的 作

2. 中，

3. 的 和 的 之和

电路中 件 地 在电路的两点之间，电路中的电流分为

部分，分别流经 些 件， 方 联。图 - - 中的两

是以 联的方 电 上的， 联电路。与电 相 的两根导 是

路，各 在的电路是 路。

在 的 联电路中， 路中 开，其 路电 可 作。教

和家 的用电 通 是 联的。和家 的用电 通 是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1. 学习 的 。

2. 究 的 。

：小 （ 号不 ）2 、 表3 、 表3 、

3 、 2 、 根。

：

1. 按 7 6 4所 ，

。

2. S1、S2 ， 后 和

S， S 于

。

3. S、S1 ， 后 和

S2， S2 于 。

S

S

S

图7-6-4 研究 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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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S2 ， 后 和 S1， S1

。

5. 按 7 6 5所 表， 后 下面 白 出

的 。

图7-6-5 研究 联电 的电流特

S

6. ， 下 表的 ：

1 2 3

（A）

7. 按 7 6 6所 表， 后 下面 白 出

的 。

图7-6-6 研究 联电 的电 特

S

8. ， 下 表的 ：

1 2 3

（ ）

：

1. 中， S的作 是    ； S1的作

是    ； S2的作 是    。

2. 中， 果 的 ， 的  。

3. 中， 的 和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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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之和与 的

4. 中， 与

的

现有一 标有 （ 作时的电流、电 值）的

，要将它 的电 上 它 发光，应 怎

解： 电 上，会 ， 以

应 流 。可以将 联一 适的电

电 上。 图 - - 示。

知电 电 U V， 电流I
电 U L 。根据 联电路中各 件的电

流、电 的关系，电 两 的电 ：

UR U-UL -

通过电 的电流等于通过 的电流， 以

R UR I

图7-6-7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7 6 8中， S， 表的 是0.52 ，

L1的 是0.25 ， L2的 。

2. 7 6 9中， 表的 是5 ， L1和L2 的

是1.5 ， L3 的 。

3. 7 6 10的 上 、 指 和 ，

学 的 。 果 的值 人 根

来人，根 后 来人。 根 所 出

， 7 6 10中的 ， 出 的 。

图7-6-8 图7-6-9 图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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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电能转化为其 的能由用电 来实现。 能量转化过程是 的过

程。有 电能发生了转化， 们 电流 了 。电流 的 电 。

与力 一样，电 用 W来表示。其 是 （ ，国

制）， 可以用千 时（ ）。 导体的电 用R表示， 导体两

的电 用U表示，通过 导体的电流用I表示，通电时间用t表示， 电流

的 可表示为：

W UIt
家 的电 、电 和电 箱、 等用电 使用的电是由民用电 提

供的。为了度量家庭 的电能， 家庭 有一 电能表（图 - - ）。

每个家 的日常生活都要 用 、自来 ，因为 了这些东

西， 以要 、自来 。因 ，家里的各种用电器也

了 种东西，也要向电力 电 ，那么 用用电器究 了

什么呢？

事实上， 使用用电 的时 ，用电 了电能。或者 ，使用用电 的

时 ，用电 将电能转化为别的能量， 内能、光能、 能、 能、化学能等。

分别 出 为 的 的 子。

为 ： 。

为 ： 。

为 ： 。

为 ： 。

为 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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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按电能表指示的用电度 来付电 。电能表的计量

是千 时 生活中 度。电能表的 示和 表类

，是以 计的方 指示。两次 之差（后一次

前一次 ） 为 两次之间 的电能。

在上一册中 们 学过，能量的转化通过 来实现，

是能量转化的量度。在国 制中，能量和 的

是 。电能表指示家庭中用电 的电能的 。

以，上面的千 时（度） 实 上是能量或 的 。

图7-7-1 电 表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照 中 表， 分别 15 和100

表“ ”的 不 。

电 表示 电 的 ，在 值上等于 时间内 的电 。电

用 号P表示， 在时间t内 的电 为W， ：

P W
t

上 可化为W Pt，此 表示的物理意义是： 用电 的电 是P，
使用时间为t， 时间内电 的电能（ 电流 的电 ）为Pt。

国 制中，电 的 为 （ ）， 为 。在实 应用中，

对 大的电 习 上 用千 （ ）作 ：

电 的 用千 ，时间的 用 时， 由 W Pt可得电

的 一 千 时（度）。 千 时（度）相 于 千 电 的用电 使用

时 的电能， 以

千 时 千 时

是千 时（度）与 之间的关系。

： 教 有 光 ， 天使用 时，一 按 天

计。 教 一 月（按 计） 光 电

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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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Pt

： 教 一 月 电 。

资 料 卡资 料 卡

调

1 000 1 000

微

800 800 500 500

400

油

200 200 200 100 60

40 25 1 0.5 0.5

子表

0.01

中

学中 物 量， 面 学 、 等， 学

习 和 。物 量与 的 的符号

， 来 、 下。 下表中 的名称 符号：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物 量 （ ）

名称 符号 名称 符号

I （简称 ）

U （简称 ）

R

W

电动 、电 、电 箱、 等用电 上一般 有一 ，其上有

定电 、 定 等参 （图 - - ）。 定电 是指为 用电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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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期 作而应 使用的电 。有的用电 标有

定电流，其 意与 定电 类 。而 定

是指用电 在 定电 （或 定电流） 作时

的电 。 使用时 过或 于 定值 的

话， 可能导致用电 不能 作 。

然， 有的用电 在 于 定电

作，此时用电 的实 不等于 定 了。

图7-7-2 机的

照 标 “25 、220 ”的 样。220 是指 的

定 ，25 是指 的 定 。

（1）把 调 上，当 调 后， 的

（大于 等于 小于）25 ，为

（2）把 “220 、25 ”的 后 220 上，每

的 （大于 等于 小于）25 ，为

（3） 于 ，照 上的 210 ，此 的

（大于 等于 小于）25 ，为

要 意区分用电 的 定电 （电流、电 ）和使用时实 的电 （电

流、电 ）。用电 在使用时其实 由实 的电 、电流 定，其关系是：

P I U
：一 “ 、 ”的电 使用时，通过的电流是

解：由P IU可得：

I P U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小 、 、 表、 表、 、

、 。

：

1. ， 地调 小 的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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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 是 想过：为 通电后 中的 会发光而电路中的其 导

不发光 们 着从 面的实验 出 。

3. 小 定 下（小 口上标 值） ，

测出 的 。

4. 小 的 为 定 的1.2 ， 小 的

，测出 的 。

5. 小 的 于 定 ， 小 的 ，测出

的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1 （6 ）、 定 小 上的

、 表1 、 （20 ） ， 根。

：

1. 按照 7 7 3 。

2. 的 调 大，

， 指 下 的 。

3. 调 大

。 指 ， 的

。 指

： ， 的 上 ， 为 。

的 。

图7-7-3 电流的 应

电流通过 ，电流的热 应使 度 高。 度 一定值

时， 会发光。 发光时电能转化 内能和光能。

有的用电 是 用电流的热 应 作的， 电 、电 和电

等， 类用电 的关 部 是发热体（图 - - ）。

有一些用电 用电的其 方面作用。 ，对于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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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4

（ ）计 中的 热（ ）电流热 应的应用

等 类用电 ，电流的热 应 不 于用电 作，又会造

能量 。 此在设计和制造 类用电 时，应 设法 电流的热 应及其

（图 - - ）。

英国物理学家 了大量的实验，于 年最 地 定了电流产生

的热量与电流、电 和通电时间的关系：

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与电流的 方 ，与导体的电 ，与

通电时间 。 定 。

定 可以用 面的 表示：

Q I Rt
中电流I的 是 ，电 R的 是 ，通电时间t的 是 ，热

量Q的 是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的 为100 ， 每 3小 ，每

2 .  测 2 2 0 的 定 工 作 下 ， 把 的 是

454 ， 把 的 定 是

3. 生 中 的 和 的 子。

图7-8-1是一个家 电 的示意图。你了解过家 电 中各个部分

的作用吗？ 样 到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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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1 电 的示意图

家庭用电来自 的发电 （ 力发电 、 力发电 、 电 等）。电

是通过高 电 输 地，然后经 级 电 后输入千家 。

在进 的两条输电 中，一条 ， 一条 。在 国，

和 之间有 电 （在其 国家可能不同）， 和大地之间 有电 ，

和大地之间有 电 。 此人 是 的。家庭电路

中一般 有第三条电 地 ，关于它的作用 们将在后面介绍。电 进

后， 经过电能表，然后 经过 开关或 开关引入家中（图 - - ）。

电能表可用来度量家庭 的电能的 。电能表上有一排 示 的

， 表示 的电能， 是 （ 千 时），其中最后一 一般

用 示，是 点后面的一 。表 中间有一 ， 出 作的一 转

。转 转动的 度与家庭用电的电 相关，电 大，转得 。

电能表表 上 标有电 、电流的参 。 表示电能表适用的电 ；

（ ） 表示在电流 于 时，电能表可以 定 地 作，而 时通过

的最大电流是 。现在 地方 改用电子 电能表（图 - - ）。电子

电能表 有转 ，有的 示 改用 或 示等 进的方 。

开关

电能表

地

图 - - 家庭电路的 图 - - 电子 电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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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的各 用电 ， 电 、电 、 等 是 联 入电路的。
以使用的用电 ，电路中的 电流
大。电能表、导 能 的电流 有一

最大值， 过了 值会发生 ， 以
有 。在电路中 联 （

） 是 统的 法（图 - - ）。
现 家庭电路中用得更 的 是 开关（图

- - ）， 要电路中电流 过 定电流它 会自动 开，
此可以 开关和 。

用于各 电 设 中。为了使用方 ，
些设 中 使用的 是将金属 在 中

的 ， 以 。 电流 过金属 的 电
流时 会 。图7-8-5 开关

图7-8-4 的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 的作 。

：

1. 的 。 上的标号。

2. 7 8 6所 ， 标 “0.1 ”

的 。

3. 的 ， 中的

。

4. 和 ， 表

上的 ：

（ ） ，小 生  。

（ ） 中，从 表上 出的 大 是 。

（ ） 为 （ 不 ）。

5. 上面 中的“0.1 ” 成“2 ”的

， 上面的 。

： 

图7-8-6 的作用

家庭中使用用电 时，一般 用电 入 （图 - - ）来 入供

电电路。 家用用电 的 有三 ，相应的 有三 。其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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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8

地

图7-8-7 

外

地

分别 和 ； 有一 与用电 的金属外 相 ，是 大地的。

家用用电 的金属外 与 是 的。 一由于 导致 与用电

的金属外 的 而发生 电， 会导致金属外 电，

。 外 大地， 电流会 引 大地（图 - - ）， 能 发生

电事 。

修家庭电路时 用 电 。用 电 可以

出输电 中 条是 。图 - - 示为 见

的 电 及其 造。 电 的 中充有 ，

有电流通过 时， 会发光。 电 中有一

值 大的的电 ，它可以 制通过 的电流，

从而 对人体不会 。

使 用 电 时 应 意 作 （ 图

- - ）： 指按 的金属部分，

部分。

电是指人不 ，使人的 体有电

流通过。 电流 一定大 时， 会发生 事 有生 。在家

庭用电中，一定要 全用电， 发生 电事 。以 是 可能发生的

电现 ， 想一想 何 类 电事 。

（ ） 体 ， 与大地不 ， 与大地之间通过人体

电流（图 - - ）。

（ ）一 ， 一 ， 时 与 之间通过人

体 电流（图 - - ）。

（ ）有些 路和设 的电 可以高 千 千 （ 高

）， 人 它们 ， 使不 它们 可能发生 电事 （图 - -

）。

高值电

图7-8-9 种 的

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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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图7-8-10 电 形

（ ） 有高 电 发生 ， 在地，人的两 于电 地 的

不同 上， 两 之间会有“ 步电 ”，从而可在人体中 电流，发生

电事 （图 - - ）。

发生 电事 的时 ，流过人体的电流可能 人体，或者使人 和

。 一发生 电事 ，应立 切 电 ，或用 的 等物 将

电 人体，然后对 电者进行 。 要时可对 电者进行人 ，

同时尽 求 人 来 。

资 料 卡资 料 卡
对

（ A） 50 60 的

0.6 1.5 ， 微

2 3 指

5 7 部 和

8 10 于 ， 指尖

20 25
，不 ， ， ， 部 肉不

50 80 ，
的 ， 部 肉

、 ，

90 100 ， 续3 成

300 上
作 0.1 上 ， 和 ，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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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电，使用电力的 一 在的 是 。 发生错 、 载过

重或 路 可能造 。

之，用电的时 一定要 全用电。 面关于 全用电的

（图 - - ），同时想一想，在 的生活中， 有 些 电事 和 用电不

而引发 的

图7-8-11 电 的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每 。 和 所 的 是 是

2. 的 和 之 ， 是零 和 之

为

3. 调 中 学 的 中是 全 。 果 ，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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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与磁是自然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以惊人的力量改变着我

们的世界。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每天都在与电和磁打交道。你已经知

道，各种用电器诸如洗衣机、冰箱、电视机、计算机、电吹风、录

音机、手机等都与电有关，其实这些还跟磁有关。甚至广播电台、

电视台、卫星通信乃至现代的交通工具磁浮列车，其中都有电和磁

在起作用。电和磁密切相关，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能相互转化。

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有关磁现象及电与磁相互转化的规律，感受

电与磁相互作用的威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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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冰箱的门为什么一碰就关上了？航海或出门旅游用的指南针为什

么能指示方向？你能不用针线就将钢珠串成一串吗？这些都是利用了磁

体的性能。磁体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电冰箱、电视机和计算机

及电门铃等用电器里都有磁体。那么，磁体都有什么

性质？

早在2 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一种天

然矿物能吸引铁。在《吕氏春秋》上记载有“慈石

招铁”。“慈石”，意即“慈爱之石”。后来慈石

改称为磁石，由于它能吸引铁、钴、镍等物质（图

8-1-1），也被称为吸铁石。

1. 的 中，

后 （ 8 1 2），可

， 。

2. 按 8 1 3 所 ， ，

。
3. 按 8 1 3 所 ， ，

。

4. （ 8 1 4）， 后

的指 ，标 的 指 ；标 的 指 。

图8-1-1 磁石吸

引回形针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图8-1-2 磁铁吸引铁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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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8-1-3 体验磁铁间的相互作用

5. 的 分别 （ 8 1 5），

下 不 部 ， 的大小 不 。 ，

（大 小）； 中 部 ， （大 小）。

图8-1-4 观察磁铁的指向 图8-1-5 磁铁的不同部位磁力大小不同

通过上面的观察和体验， 们 ，磁 可以 引 ，条 磁 的两

引的 ， 中间部 引的 ；两磁 ，中间部 力

，两 力大。 以 们知 ：一 磁体的各部 磁 强 不是 的。

们 磁体上磁 最强的部 磁极（ ）。 磁体有两

磁极。两 磁极 质不同， 们 的磁体 后指 的磁极 极（

极），指 的磁极 极（ 极）。

两 磁极相 时，它们之间会有力的作用，同 磁极相 排

， 磁极相 引。磁体之间的相 作用 磁力， 是能产生磁力

的任何物体 可以 为磁体。 们 磁体能 引其 物质的 质 为磁

（ ）。

人类最 认识的磁体是天然的 矿 ，它是天然磁体。通 们 的

磁体、条 磁体和磁 等 是人造磁体（图 - - ）。人造磁体是根据

理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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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使 来 有磁 的物体获得磁 的过程

磁化。 、 、 ， 、 、 的 金以及

和其 一些金属 化物 能 磁化。

在磁 上 （ 意要 同

一 方 ），它 可以 的 。

会发现，有磁 的 使用起来会更方 （图

- - ）。

有些磁 是由 制造的。将 化的 入模 中，然后将其 入强磁

中 。 着 ，它 了磁 。

图8-1-6 人造磁体

（ ）实验 用的磁体 （ ） 中的磁体 （ ）各 磁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8 1 7 所 ， 的

的 ， 的

， 成

。 去后， 带

微 的 （ 8 1 7 ）。

（ ） （ ）

图8-1-7 钢棒变磁铁

图8-1-8 磁化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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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后， ，称为 ；

后， 不 ，称为 。 称为 。

代生 和科学 中 的 ， 可 作成

， 等 上 ； 可 子 的

和 带、 等 。

8 1 9 出 的 子。

出 子

所 的 定 下 可

。 ， 可

。 上，

定的 ，所 的 ，

称为“ ”， 的不

所不 。

与 ， 上 可

的 ，所 。

图8-1-9 磁性材料的应用

面上，

小 地 （ 8 1

10）。 小 的指

，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图8-1-10 磁体周围的小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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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意 ，在条 磁 的不同地方， 磁 的指 各不相同。

各 的 磁 磁力的情 不同。条 磁 磁 的磁力是 何作用在

上面的 来，在条 磁 在着一 磁 （ ），磁体间的

相 作用是通过磁 而发生的。尽 磁 不见、 不着， 们可以通过在

磁 中 入 磁 来 究它。

磁 在磁 中有 定的指 ， 示出磁 的方 。人们 定，在磁

中的 一点， 磁 时 极 指的方 是 点的磁 方 。

英国物理学家法 第最 用磁感 来 地 述磁 。 图 - - 示

了条 磁 和 磁 的磁感 （ ） 它 地表示出了

磁 磁 的分 情 。磁体 的磁感 是从磁体 极出发， 回

极。磁感 是一条 的 ，磁感 之间永不相交。

图8-1-11 条形磁铁和蹄形磁铁的磁感线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 中 后 的 ，

的 。

： 、 、 、 。

：

1. （ 白 ）上 地 上 ， 后

（ 白 ） 上面， ，

成 8 1 12 的 。

2. 1（ 8 1 12 ）。

：

1. 为 成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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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磁 的分 地 示了磁感 ， 是

由于在磁 的作用 ， 些 磁化为一 磁

，磁力对 产生作用， 展现出了磁体 磁感

的模样。

上面的磁感 了磁 在一 面中的情 ，

而事实上磁 分 在整 间中。不 想 可用分 在

间中的磁感 来 磁体 的磁 （图 - - ）。

2. 所 的 与

（ ） （ ）

图8-1-12 用铁屑演示磁感线

图8-1-13 磁感线

们知 ，指 能指示方 。 论 在 上的任何地方，磁 的 极

是指 方。 是为 在 ，英国 生 指

出，地 是一 大的磁体。地 在着

磁 地磁 ，与条 磁体的磁 类 。而

指 实 上是一 磁 ， 磁 地 的

磁 力的作用， 会有一定的指 。

磁 时， 极指 ， 极指 。

此地 的 极和地 上磁体的 极 是

相 的（图 - - ）。 是，地 的两极和

地磁的两极 不 重 。 国宋 学者 括

（ ）是 上最 准 述 一现

的科学家。 大 时（ 图8-1-14 地理南北极和地磁南北极

地磁 极

地磁 极

地理 极

地理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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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现 一现 了 年。

地磁 是 何产生的 科学家认为， 于

地 的地 是由 的金属及其化 物

的，其中有大量的自由电子和 子，它们

地 自转 运动 电流，从而产生

了磁 。科学家们发现， 时，其

中的 和 是按磁 方 排 。地磁 的

会 的 。 是 活动

产生的高 电 子流。图 - - 示了地磁 的情 。地磁 的

可 的天 ，对地 上的生物 了 ， 生物 来

自 的高能 。

图8-1-15 太阳风对地磁场的影响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物 把 ， 的 本 出。把

之 ， 准 地 来。 子为 中不

的本 从 来

来，白 是 的 别 ，

是 地 的 下把 的。 、分析 的大 ，

的 中含 量 物 ， 成 微小的 ，

微 指 的作 ， 等 于地 的 来 别

。科学研究 ， 和鱼 地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的 作 是 生的。

2. 定 样的 和 （ ） ，不

物品， 样 简 的 出 是

3. 和 ， 不 成

的

4. 和 把 ，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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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 ： 出 的 。

： 小 、 、白 和 。

：

（1） 白 的中

。 小 的 ，

小 的中 指 ， 后

白 上标 的

（ 8 1 16）。

（2） 小 ，

上面 ，分别 白 上标

的 。

（3） 上 ， 上每 的 与

的 ， 每 上 标 。（ 样 的

是 ）

6. 为 等不

7. 下 的 ， 为 当 上

8. 小 附 的指

8 1 17所 ， 标出 的 和

。

9. 8 1 18中 出 名

成的 中的 。 标出

的 ， 标出小 A、B、

C、D 的指 。

10. 的 下

， 测 的 ，

的 ， 的 ，当

定 值 出

图8-1-16 研究条形磁铁周围的磁场

图8-1-17

图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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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一章的学习，你已经知道电的许多知识和用途，现在又了

解了磁体的性质。你有没有想过，电和磁有什么关系吗？其实，有位名

叫奥斯特的科学家早就想过这个问题。在他之前，人们对电和磁一直是

分别研究的，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因为他的研究发生了转变。

物理学家 （ ， ）一生致力于

电和磁统一 的 究， 信自然 的力是可以相 转化的 学思想， 经过

次实验 有发现电流对磁的作用。 年 月的一 上， 在课 上

课时 发 感， 了 实验： 通电路时， 在导 的磁

地 动了一 。 通电导 产生了磁 ， 发现了电流的磁 应

从此，迎来了电磁学发展的 时期。

面 们用实验来 究一 通电 导 的磁 。

图8-2-1 奥斯特和他做实验用的装置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研究 的 。

： 、小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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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8 2 2所 ， 。

2. ， AB中

从上 下的 。

3. 小 AB的中

附 ， 指 ， 后 地

AB ， 指 的 。

： （根

小 指 ， 与 的 ）。

4. AB中 从下 上的 ， 3， ：

（与 3的 作 ）。

图8-2-2 探究通电直导线周围的磁场

A

B

探究实验表 ：在 于通电 导 的 面上，导 的磁 图

- - 示（ 意电流方 与磁 方 的关系）。

图8-2-3 通电直导线的磁场

电流

图8-2-4 用铁屑和磁针演

示通电直导线的磁场

电流

们 可以 用用 示磁感 的 法来 究通电 导 的磁 。

在一 （或 等）的中 一 ，在 上 地 上一些

。 一根 导 地 过 ， 它通上电流（图 - - ）。

， 上的 示出磁感 的 。

通电 导 然能产生磁 ， 是它产生的磁 。 何获得更强的磁

将导 图 - - 示的 （ ）， 能产生 强的磁

。 面， 们来 究一 产生的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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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研究 的 。

：

1. 8 2 6 所 ， 上 小 。

根 小 成 。

2. 上 地 上 。 上 。

， 上的 出 的 。 小

附 ， 下 指 。

3. 中的 ， 2。

： ， 的 ， 生的

的 的

（ 不

）， 小 的

指 （不

），

。

通过上面实验， 们得 通电 的磁 的磁感 分 （图 - -

）， 意磁 方 与电流方 的关系。

图8-2-5 几种螺线管（线圈）

（ ）实验 中 用的 （ ）电 部的

图8-2-6 通电螺线管的磁感线

（ ） （ ）

电流方

准 、简 、 的 来 的

与 的 ， 。

准 简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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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 通电 导 的磁 加强了， 有 方法能进一步加强磁

面 们 通过实验进行探究。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对

： 、 （ 与 ）、

、 、 、 、小 、大 。

：

1. 上 上 定的 （50 ）， 成

。

2. 按照 8 2 7所 ，把

与 来

。 大 ，

。 小 ，

。

3. 中的 下

上 ， 不 。 2。 与 2 ，

大 的 （ ）， 小 的

（ 大 小）。

： ， ： 的 大于 的

。

图8-2-7 铁心对螺线管磁性的影响

在图 - - 中，电磁起重 能够 用电磁 的

能将 重而 大的 从 中 提

中。电磁起重 为 能产生 此强大的 引力

们 ，在通电 中 入 后其磁

大大增强， 是 在 产生的磁 中

磁化的 。 们 有 的 电磁

（ ）。电磁 的磁 是 和磁化

了的 同产生的， 样的 磁 要 使用 产生的磁 大上

图8-2-8 电磁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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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 ， 以电磁 通电能 起上 重的 。由于 永久磁体， 电

磁 的电流 时，其磁 会 。 以电磁 是一 可以“开关”的强

磁体。

改 电磁 磁 强 的方法有 ， 改 上 的 密程度，

改 通电的电流， 可以使用不同的 磁 材料 。

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人们 通过控制电流来改

电磁 磁 的有 、强 、极 等。电磁 用 分广

，全自动 的进 、排 ， 生间 感应

的 ， 是用电磁 控制的。电子 表中 用了

电磁 （图 - - ）。控制电路通 的电磁 电 （

电 ）， 是 用电磁 的 理制 的， 们在课后

的思 与 习中将要 它的 、 理和用法。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的 指 ， 是

的。

2. 究 定 大小的 。

（1） 的 、 、 、 、 、

、 ， 照 8 2 7 出 ， 。

（2） 的 的大小， 不 下

小 的 和 大 的 。

（3） 不 的 ， （2）的 作和 。

（4） 不 的 ， （2）的 作和 。

出 大小的

3. 是 工作的。

（1） （ 8 2 10 ），

（ 8 2 10 ）， 照，研究 的 。

（2） 出 中 的 ， 后

上 （ 根 工作 定）。 和

， （ 和 的 ）。

的 ， 与 （ 8 2 11）作 。

图8-2-9 电子钟表中

的小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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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 上 和小 ， 成 工作

， 中的 小 的 和 。

出上 的 ， 。

4. 8 2 12所 为简 自 的工作 。 分

析 的工作 。

图8-2-10

（ ） 电 （ ） 电 示意图

图8-2-11 单刀双掷开关

我们家里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用电器或者是电动玩具，通上电以

后，有的能发光，有的能发出声音，还有一些可以转动。比如录音机、

电动剃须刀、电风扇、洗衣机、电动玩具车等都是可以转动的。为什么

同样是通电，就有了转与不转之分呢？转动的秘密在哪里呢？

图8-2-12 自动报警器工作原理图

电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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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 、 、 、

、 。

：

1. 8 3 1 所 的 ， 上， ，

（ ）， （ 不 ）。

2. ， 8 3 1 所 的 ， 于

中， （ ）， （ 不 ）。

3. ， 从 的A B ， （

）， （ 不

）， 为 （

）。 的 大

， （ ），

（ 大 小）。

对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A
B

（ ）

4. 中 ， 从 的B A ，

的 为 （ ）。

5. 调 ， 上面， 下面， 从

的B A ， 的 为 （ ）。

6. 上面， 下面， 从 的A B ，

的 为 （ ）。

7. 按 8 3 1 所 （ 可 根 代

）， ， （ ），

（ 不 ）。

图8-3-1 磁场对通电导体的作用

（ ）

A
B

（ ）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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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观察， 们得出以 论：磁 会对通电导体产生作用力，作用

力的大 电流的增大而增大，方 和磁 方 以及电流方 有关。 导体

中电流方 与磁 方 行时，磁 不对通电导体产生力的作用。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地 的 出 的 ，人 称之
为 。 、 样， 带，

， 测， 。 此 去 成 人的 。
此 的 是 生的 为 出 地 附

常 的 带 子，大量 的带
子 成的 子 中 的 。根 8 1 14中地
的分 可 ，当

带 子 从赤 上
地 ，

地 的作
，

赤 附 的 。当
从 上 地

，带 子 的 与地 ， 此地
带 子 的 小 为零， 子 可

大 ， 大 分子 子 ， 成 。
的 与带 子 中 子的 量 。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小 1 （6 10 ，作 ）、 1

（ 0.6 ）、 （ ）1 （ 1.5 ）、

2 、 1 、 1 、尖 和小 等工 。

8 3 3所 。

图8-3-2 绚丽的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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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后 定 上，

的 、 分别与 下 ， 8 3 4所 。

2. 作 。 成 10 的 ，

的中 出。 小 的 中 根 去

面上的 ， 根 的 全部 去。

3. 上 中 的 ， 定。

4. 中， 上， 中 去

面 的 的面 下 ， 后 ， 来。

样， 成 。

5. 面， 。

6. 后 ， 。

图8-3-3 做电动机的材料 图8-3-4 电动机模型

现在 知 用电 能转动的 了 ， 来 些用电 中 有电动 。电

动 的 通上电流以后， 会在磁 的作用 转起来。通过电动 的转动，

可以 动 运动了。

们 经学会使用电流表 量电路中的

电流，可是 知 ， 面 有磁 力的应

用。 图 - - 是电流表的 图， 电流表

中的 有电流流过时， 会在磁 力的

作用 动电流表指 一起产生 转。 中

通过的电流 大， 的磁 力 大，指

转的角度 大， 此根据指 转角度

可以知 电流的大 。
图8-3-5 电流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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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的 大 中 ，从 中 作

。 是 生 的 ， 是

部 和 的 ， 部的

生 大 ， 的 中 生

， 样 的 ， 去，

作 。 的 和大小 可

的 和 的大小。

于 叶、 和

等，是 全

的 。 的

、 等 是 定 ，不

的 ，

可 于 大 的

。 国 研究

上，

的 和 全 ，

常 的 。
图8-3-6 核潜艇

在现 生活中， 与 们时时相 。 知 优 动 的 是怎样从

中 出来的

图 - - 是 的 图。输 信息的是 电流，它 着 的

起 而 化。 电流流过 的

时，磁 对 产生磁力的作用，

力 着 电流的 化而 化，使

在磁 中 动，进而 动 的

着 信号的 动起来。 样 发出

的 了。
图8-3-7 扬声器结构图

永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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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 为 把 去 面 果

把 的 面 去， 是 样 ， 果和 的是

样。 果 的 ，可 ，

。

2. 中的 ， 。

3. 的工作 。为

， 的 是 ， 为可 样

的 ， 是

。

4. 照 8 3 7， ， 定 上，

上 ， 从 上 ，从 的

上 ，自 简 ， 3 者 上，

出

5. ， 中 为 。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奥斯特发现电流能够产生磁场之后，人们开始探索能否实现相反的

过程:利用磁场来产生电流。

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为了实

现这个想法，坚持不懈地研究了10年。据说他平时衣兜里总带有一些线

圈、磁铁之类的东西，一有空就拿出来摆弄一番。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终于在1831年成功地实现了“磁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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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 1 （带 大 ，

）、 1 、 1 、 2根、 1根。

：

1. 8 4 1 ， ， 于 的

中， 。 AB ， 的指 。

， ， 指 。 与

成的 中 生， 生的 称为 。 ，

生 的 是  

2. 不 ， 。 的指 是 。

3. 按 8 4 1 不 ， 。

的指 是 。

活动.探究活动.探究

图8-4-1 磁生电实验示意图

（ ）

A

B

（ ）

A
B

根据大量类 的实验， 们得出磁生电的条件： 电路的一部分导

体在磁 中 切 磁感 的运动时，导体中 会产生电流。 现 电

磁感应（ ）， 产生的电流 感应电流（

），感应电流的方 和磁 方 以及导体运动方 有关。

的 不是 上面 中所

的 。 的 8 4 2所 。 的 是

交流.研讨交流.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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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于磁 中的 会 为磁 的 化而产生电流，法 第

此发现了电磁感应现 ，实现了磁生电。

法 第的 大发现， 了一 开 电能宝 的金 ， 们有了

发电 ，有了 ，有了交流电的 用，有了现 电 能使用的各类 进

技术和 ，有了 们现在充 光、 、 的 。

在法 第 究磁生电时， 上 科学家 在进行同一内容的 究。其

中一 科学家 经 过类 的实验， 差一点点。 的实验

图 - - 示。 一 在电流计上，为了使电流计指 不 磁

， 电流计 在 一 间。

将磁 中 入、 出，然后

一 间 观察电流计， 不 电

流计的 转。 得怎样 能 电流计

指 的 转 有条件的话自 动 一

（电流计可以用实验 中 用的电流计或

用 用表的 ）。

“ ” ，和 相 ，法 第是 运的， 一 运的

， 了 年的 。

成的， 上 A和B， A 和 ； B
上 C， C中 小 作为检 。 ，当

A ，小 指 下； A中 ，小 指

下。 果 A中 不 ，小 不

。 A中 ， ， B中 生

。

图8-4-2 法拉第最初发现电磁感应的实验装置示意图

A B

C

： 上 中 ， 不

生

图8-4-3 克拉顿研究电磁感应的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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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代社 ， 人 花花绿绿的 ，

成 人 生 中 见惯的常 ： 上出 ，

， 可 、 、购

物、 、 等等。 带 的 是 样工作的

8 4 5所 ， 面 小小的 和

。 不 ， 所 的 ， 8 4 6所

。 面 。 ，

（ ）， 的 生 ，

生 ，为 工作 量， 可

出的指 。 自 的 出的 ，

等 ， 的 、续编 中 ，

后的 ， 。

图8-4-4 各种各样的IC卡 图8-4-5 IC卡的结构

的 是 ， 不 下

出 的 ， 不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是著名的 国物 学 和 学 。

， 定 的 ， 定 等。

出 于 的 。 于 和 不

标准 的 ，13 学 当 ，后来

图8-4-6 刷卡实现信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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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当学 。 工作 ，

地 ， 自学 学

和 学， 上的 。

不 科全 ， “ 学”

， 科学的 ，于是 自

小 。后来 著名科学

， 自 国 研究所工作，

的 。 于 学，

， 后 的 。 的 生中

大的科学 ， 是 为，自 生中 大的 是

。 是 大的 物 学 ， 的

是 的。 是 大的科学 ，

的 和 的 。 出 “ ”的 （ 上

是 的 ）。后来麦克 把 成 的 ，

代物 学的 大作 。

为人 ， 于 人，不 ，不 名 。

来的 和 ， 国 学 、 学院院 ，

国 的 。 年的 市民的养

， 的 。按照 的 ， 去

人 人 的 。 上简 地 ： 克

生于1791年9月22 ， 于1867年8月25 。 的 品

的科学成 样 人 的称 。

图8-4-7 法拉第

然在磁 中 适 方 运动的导体能在

回路中产生电流， 们 可以 用 理来发

电。在图 - - 的实验 中，要想使电路中不

有电流流过，导体 来回运动。更方

和实用的 法是将导体 在磁 中转动，

图 - - 示的实验 示用 发电 是用

法 的。 图8-4-8 手摇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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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出 上 表， 成

。 大 ，带

中 。 表的指 。 不

地 ， 表指 。

出 上小 ， 成

。 大 大 ，

小 。 ，小 。

图8-4-9 发电机简化原理图

图 - - 是 发电 的 化 理图。 转动时，发电 输出

的电流表指 动， 电流方 在不 改 ， 样的电流 交流电

（ ， 写为 ）。 此， 样的发电 为交流发电 。

交流电 们从 电 或 电 得 的电流有 不同， 电 或

电 输出的电流方 不 ，通 流电（ ， 写为 ）。在

交 电流中，电流在 内 期 化的次 。 的 是

（ ）。 国电 的 为 。

上面介绍的是交流发电 的模型。实 应用的交流发电 ，

主要由转子（转动部分）和定子（ 定部分）两部分组 。大型发电 发出

高的电 和 强的电流， 用 不动、磁极 转的方 发电， 发电

转磁极 发电 。为了得 强的磁 ， 可 在定子 ，

用电磁 作转子。图 - - 为 力发电 模型图， 的

力 转起来， 能够 动转子磁极转动发电。大型 转磁极 发电 能提供

强大的电力， 可 千 ， 过 千 。图 - - 为发电

中的发电 组。

图8-4-11 发电厂中的发电机组图8-4-10 风力发电机模型图

转子磁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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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 发电的过程实质上是一 能量转化的过程。发电 发电时 由

动， 内 、 、 、 等。发电过程中， 料的化学

能、 能、 能等转化为电能。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1. 生

2. 大 ， 可 烹 食

品。 的工作 不 于 、 ， 是 生

量的。 的 ，不 的地 和 学 ，

的 之后 。

3. 是 量 ，可 把 量 成 。

把 的 量 成

4. 的 和 部分 成。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视机、互联网已经普遍应用于人

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工具，打开了人

们了解外界的窗口，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你在充分享用这些先进

技术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些信息是靠什么传递的？答案就是电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8 5 1所 ， ，选 中 ，调

，把 量 大 。 的 分别 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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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上通过高 电流时， 会在其 激发 化的磁 ， 化的磁

激发 化的电 ， 样 ，电 、磁 交 激发，在 间 ，

了电磁 。

， 的 上 ，

。

上面 中， 上

， 与 ， 续

续， 中的 地 生 。

中的 生 ，

。

， 出“ ” 。

图8-5-1 发射电磁波的简单装置

操作.实践操作.实践

定 的 ，之后 定

附 ， 按下 出

， 定 的 中 出

的 。 ，

， 定 自 部的

。 来， 上

， 定 中 样

的 。 ， 样的 。

根 下 中 的 ： 号 后

铃 之 与 铃 之后的 ； ，从

号 成 铃 之 与 铃 之后的 。

图8-5-2 手机辐射电磁波

和 类 ，电磁 有 和 。由方 化的电流（

电流）产生的电磁 ，它的 等于 电流的 ， 内电流 的

次 。 的 是 ， 。 用的 有千 （ ）、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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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述了不同 类的电磁 （从 增加）。

图8-5-3 不同频率的电磁波

高 输电

中 通信天 发出的光

广 电

外

光照相

外

可
见

光电
和

电
信

号

外

极

和 、 不同，电磁 可以在 中 。光是电磁 ，电磁 在

中的 度 是 中的光 c。 中的光 是能量、信号的最大

度， 是物体运动的极 度。

c
电磁 的 c与它的 λ和 f之间有 关系：

，

c λ f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人 自 来 生 中。 ，地 本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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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来自 的 子、 生物

的 ； 的可见 、红

和 是 ， 地 上

的生 带来 量； ， 来自

的 （ 、 ）

地面。 ，人 的 大大

的 。 是 年

来， 的 量和 上 出 的 。

是 中、 是 ， 、 、 、微 、

和 于工 、医学 的 子 生不 的

。可 每 于 的 洋中，人 此 生

的 。 ， 人 的 究

（ ）是 的 成

的。 的 、 样 带 量。 ， 量

大。 的 ， 、 的 量 大，可

分子 部的 学 。 生物 的

和白 。科学研究表 ， 和 的

常 ，不 学 ， 分子 生物 。

常 下， 人 的 微不 。科学 不 地

研究 生物 的 。 研究表 ， 小白

于 的 中，可 成 的 ， 是 人

的 定。

于 可 人 成的 ， 国 定 于

的标准。中国 部于1997年1月 《

》， 于1999年 定 民 中的

。 按照 标准生 的 是 全的。

图8-5-4 检测手机的辐射

们从电 上 的 面，从 中 的 是 何产生的 又是

何 和 的

话 将 转 电信号， 信号的 与 的 相同，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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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发生

大

制 高 大话

发
射
天
线

图8-5-5 无线电广播信号发射过程

图8-5-6 无线电广播信号接收过程

接
收
天
线

高 大 解 大
（选 ）

之间， 为 （ ）信号； 将图 转化为

电信号，电信号的 在 之间， 样的信号 为 信号

（ ）。由于 信号和 信号的 ，导致信号发

。 此广 电 和电 不 发 信号和 信号，而是将它们加

载 一 更高 的 电流上 为 （ ）信号，实现通

的信号 制， 经过 大之后由天 发 出 。图 - - 是 电广

的信号发 过程。

电广 信号的过程 图 - - 示。由天 的信号

经高 大之后 入 。转动 的 （ ）可以选择 一电

（ 选出 一 的信号）。从 得 的是 们需要的 有 信号的

高 信号。 经 解 将 信号从高 信号中分 出来， 信号经

大后 入 或 ， 可 出 。

电 信号发 和 理与 的发 理相同， 不过要将 信

号和 信号同时加载 高 信号上进行 制。 时将解 的两 信号分别

入 和 上， 样 可以在观 电 面的同时 能 。

拓展视野拓展视野

8 5 7为 上 黄 的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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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

，大家 有体会， 广 质 中 广 。

其主要 是 广 的 （ ） 高于中 广

（ ）。载 高，相同时间内能 的信息 ，

以 广 中 、 质 。现 社会的发展对通信 度和质量要求

来 高， 以 电通信、 电广 等 用的载 来 高。

（ ）是 电 的一 ，其 、 高， 以可以用

作为载 信号。一条 路能同时 输

千 部电话，信息通路 “ ”。由于

的 ，大致 ，不能 地

表面 ， 以用 进行 通信时，

设立一 中 。中

力 一样，一 一 地

出 ， 图 - - 。

了地面中 ， 可以 用同步通信 星作中 来进行 通信。

同步通信 星 定 在 的上 ， 地 转动的 期和地 自转的 期一

样， 以 同步 星。用同步 星作中 ，可以使从它转发的 地

国 的 是 ， 600 。为

此之 的作 是

的作 是

号。 的

号， 。为 号 ，

号 量， 的 于 市中

的 物。 为 此， 、 的

成为 市中的 。

中 的卫 是

， 卫 上， 卫 地面，地面的

号 后 ， 。 之下，

卫 的 号 面 、 量 。

图8-5-7 东方明

珠电视塔

图8-5-8 微波中继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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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激光（ ）是一 一、方 高度 中、能 高 度的光。

激光 产生的 光 能量强大，可用于 加 、切 等 ， 可用

于 中的 外科 术。强大的激光 可用作 ，能在 间 方的

、导 等。激光 广 用于通信、 密 量等方面。

最 的激光 是 宝 激光 ，后来人们又发 了 体激光 ， 图

- - 。现在大量使用的是 导体激光 ， 图 - - ，其 点是体 、

质量 、 高。 、电 光 中 有一 导体激光二极 ，它产生的

激光 可以用来 在光 上的信息。

上 广的 。 要用三 同步 星， 可使通信 盖整 地 ，

图 - - 。

图8-5-9 卫星通讯

（ ）通信 星 （ ）地面 天 （ ）三 同步 星可以 盖整 地

图8-5-10 氦氖激光器 图8-5-11 半导体激光器

激光通信与 电通信类 ， 将 和图 信号 制 激光 上，然

后 载有 和图 信号的激光发 出 ，最后用 和图 信号

出来。

在 的 条件 ，可以在 为 千 上 千 的两点之

间 进行激光通信。 是大 中的 、 、 、 等 素，会使通信

和通信质量 制，而光 通信 了上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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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 ）是一 的 ， 人的 发 要 。光

由内 和包 两部分组 ，内 由 大的物质 ，包 由

的物质 。光在内 中 时，不 包 回来， 前进， 图

- - ， 们上面 示的实验 样。通 根光 在一起制 光

以增大通信容量， 图 - - 。

观察.思考观察.思考
中

8 5 12所 ， 的

不 的 带， 上

为5 的小 。

， 从小 出。 从

的 小 上。

。
图8-5-12 激光在水“光纤”中传播

图8-5-13 光纤

（ ）光在光 中 （ ）光 光 （ ）光导 光

光 通信 有 输信息容量大、 能力强等优点。 年来，光 通

信发展 ，光 经 为 通信 的 。有 电 信号、 输的信

息，通 是 光 输的。

国光 通信的发展 分 ，目前光 可以通 有地区，光 通

信 为 国 通信的主要力量。

资 料 卡资 料 卡

（ 1933年11月4 ， 8 5 14 ）， 著名 人物 学

，出生于中国上 ， 香 中 大学 。1966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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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 上或电 中 们经 能 察用对 进行通话联系。 一部对

是一 型 动电 ，通过发 和 电 信息。由于对

之间是 进行联系的， 对 的 制，通话 有 。

动电话（ ） 是通过发 和 电磁 来进行通信的。 与对

不同的是， 论 的 在 ， 是 在 国， 可以方 地通话。 是

何实现的 是 一 为 动电话系统

的 实现的。 系统将地面区域 分为 为

千 千 的六 区， ， 此

为 动电话系统。 区设一 基地

， 图 - - 。 于 一 区时， 与

区的基地 联系，使 在 区内可 时进行

通信。 进入 一 区时，系统会自动将此

转 区域的基地 。而各基地 电话交

换 相 ， 样不 之间可以相 通话， 能

与 定电话通话。

国 联 （ ）是国 上联 国家最 、使用最方 的计

系统。它 国家 上千 计 在一起。 及联

的计 组 一 信息社会的“大家庭”，其中 一 用 可

中 有 据 的信息， 发电子邮件。 用它，能 交流科技信息，

资料，进行 上教学和学习， 各地的 息、经 行情，进行电子

务活动、 上 物，进行 ，观 文 、体育 目，参观

物 等等。

为《 于 的 表面 》

的 ，为 的 ，

的 —— ，

此 为“ 之 ”。2009年10月，

为“ 学 中 的 的 成

” 物 学 。

图8-5-14 高锟

图8-5-15 基地台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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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 ，人

2. 下人 未来的 和

计 a

计 b

计 c

计 a

计 b

计 c

服
务
器
A

服
务
器
B

导 、光 、

图8-5-16 国际互联网信息传递方式示意图

从

思考.练习思考.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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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电路的基本组 部分有：导 、电 、用电 和电 等。

在电 的外部，电流的方 是从电 极流 电 极。

电路中有三 态：通路、 路（开路）和 路。

联和 联是电路 件的两 基本 方 。

电 （用 号U表示）是电路中产生电流的 。

在国 制中，电 的 是 ， （ ），电 的 用

有千 （ ）、 （ ）等。

电流是导体中自由电 的定 动。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导体 一

面的电 ，电流 大。

电流的大 用电流表示，电流的 号是I。国 制中电流的 是

培， （ ）。电流的其 有 （ ）、 （ ）等。

实验表 ：导体电 大 导体的 度、 面 和材料 类有关。

电 是导体本 的一 质。

导体电 通 用 R来表示，电 的 是 ， （ ）。

导体的电 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两 的电 ；

加在导体两 的电 一定时，通过导体的电流与导体的电 ， I U R。
联电路中：I I I ；U U U 。

联电路中：I I I ；U U U 。

电流 的 电 。 导体的电 用R表示，加在 导

体两 的电 用U表示，通过 导体的电流用I表示，通电时间用t表示，电

流 的 可表示为W IUt。
电 表示 电 的 ，在 值上等于 时间内 的电 。

在时间t内 的电 为W， 电 P W t。
定电 是指为 用电 能 期 作而应 使用的电 。

定 是指用电 在 定电 （或 定电流） 作时的电 。

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与电流的 方 ，与导体的电

，与通电时间 ， Q I Rt。 定 。

一些物体 有 引 、 、 等物质的 质， 质 磁 。 有

磁 的物体 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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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磁体有两 磁极，分别 极（ 极）和 极（

极）。磁极间 在相 作用，同 磁极相 排 ， 磁极相 引。

使 来 有磁 的物体获得磁 的过程 磁化。 、 、 ，

、 、 的 金及 和其 一些金属的 化物 能 磁化。

磁体 在着磁 ；在磁 中的 一点， 磁 时 极 指的

方 是 点的磁 方 。磁 可以用磁感 来 地 述。

地 在的磁 地磁 。指 是通过地磁 的作用来指示方

的。

通电导 能产生磁 。通电 在其外部产生的磁 和条 磁 的

磁 一样，通电 的两 相 于条 磁 的 极。通电 两 的极

与 中的电流方 有关。

电磁 由 和 ， 能够增强 的磁 。由于电磁

磁 的有 、强 、极 等 可以通过对电流的控制来改 ， 此用 分

广 。

电磁 电 是 用电磁 的 理制 的， 广 应用于各 控制电

路中。

通电导 在磁 中会 力的作用。力的方 磁感 方 、电流方

有关。

通电 在磁 会发生转动，人们 用 一现 发 了电动 ，实

现了电能 能的转化。

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 中 切 磁感 的运动，或者 过

回路的磁 发生 化时，回路中 会产生感应电流， 现 电磁感应现

。感应电流的方 和导 运动的方 、磁感 的方 以及磁 的 化有关。

人们 用电磁感应现 发 了发电 ，实现了 能 电能的转化，

使电能的大 模生产 为现实，从而开 了电的时 。

导体中有 电流时，在它的 间 会产生电磁 。

电磁 的次 它的 ， 的 是 ， 。

电磁 的 度与光 一样。 ，或写 c λ f。
电通信是 用电磁 来 信号和图 信号的。广 电 和

电 载有 信号和图 信号的电磁 发 出 ， 和电 载

有信号的电磁 ， 信号 出， 和图 。

激光 有 的方 、 和高 度等 。激光通信的 理与

电通信相类 。光 通信 有 输信息的容量大、 能力强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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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金属

质量守恒定

金属活动

换 应

盐酸

酸

盐

化

中和 应

分解 应

营养

质

类

化

大

全

动

动

组织

  

本书部分名词中英文对照表

排

新 谢

电

通路

开路

路

导体

体

电

联电路

联电路

磁极

磁

磁感

磁

电磁

电磁感应

感应电流

交流电

流电

电磁

信号

激光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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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食
物
名
称

食
部 %

能
量

（
千
焦
）

水
分

（
克
）

蛋
白
质

（
克
）

脂
肪

（
克
）

糖
类

（
克
）

胡
萝
卜
素

（
微
克
）

维
生
素

A

（
微
克
）

维
生
素

B
1

（
毫
克
）

维
生
素
B

2

（
毫
克
）

维
生
素

C

（
毫
克
）

维
生
素

E

（
毫
克
）

钙

（
毫
克
）

铁

（
毫
克
）

锌

（
毫
克
）

磷

（
毫
克
）

硒

（
毫
克
）

谷
类

稻
米

（
粳

）
10

0
1

43
5

13
.7

7.
7

0.
6

76
.8

—
0.

16
0.

08
1.

01
11

1.
1

1.
45

12
1

2.
50

小
麦

粉
（

标
准

粉
）

10
0

1
43

9
12

.7
11

.2
1.

5
71

.5
—

0.
28

0.
08

1.
80

31
3.

5
1.

64
18

8
5.

36

玉
米

面
（

黄
）

10
0

1
42

3
12

.1
8.

1
3.

3
69

.6
40

0.
26

0.
09

3.
80

22
3.

2
1.

42
19

6
2.

49

豆
类

豆
腐

10
0

33
9

82
.8

8.
1

3.
7

3.
8

—
0.

04
0.

03
2.

71
16

4
1.

9
1.

11
11

9
2.

30

黄
豆

10
0

1
50

2
10

.2
35

.1
16

.0
18

.6
22

0
0.

41
0.

20
18

.9
0

19
1

8.
2

3.
34

46
5

6.
16

绿
豆

 
10

0
1

32
2

12
.3

21
.6

0.
8

55
.6

13
0

0.
25

0.
11

10
.9

5
81

6.
5

2.
18

33
7

4.
28

蔬
菜
类

胡
萝

卜
（

黄
）

97
18

0
87

.4
1.

4
0.

2
8.

9
40

10
0.

04
0.

04
16

—
32

0.
5

0.
14

16
2.

80

马
铃

薯
［

土
豆

、
洋

芋
］

94
31

8
79

.8
2.

0
0.

2
16

.5
30

0.
08

0.
04

27
0.

34
8

0.
8

0.
37

40
0.

78

菠
菜

［
赤

根
菜

］
89

10
0

91
.2

2.
6

0.
3

2.
8

29
20

0.
04

0.
11

32
1.

74
66

2.
9

0.
85

47
0.

97

大
白

菜
（

青
白

口
）

83
63

95
.1

1.
4

0.
1

2.
1

80
0.

03
0.

04
28

0.
36

35
0.

6
0.

61
28

0.
39

韭
菜

90
10

9
91

.8
2.

4
0.

4
3.

2
14

10
0.

02
0.

09
24

0.
96

42
1.

6
0.

43
38

1.
38

芹
菜

（
叶

柄
）

67
84

93
.1

1.
2

0.
2

3.
3

34
0

0.
02

0.
06

8
1.

32
80

1.
2

0.
24

38
0.

57

冬
瓜

80
46

96
.6

0.
4

0.
2

1.
9

80
0.

01
0.

01
18

0.
08

19
0.

2
0.

07
12

0.
22

黄
瓜

92
63

95
.8

0.
8

0.
2

2.
4

90
0.

02
0.

03
9

0.
46

24
0.

5
0.

18
24

0.
38

番
茄

97
79

94
.4

0.
9

0.
2

3.
5

55
0

0.
03

0.
03

19
0.

57
10

0.
4

0.
13

2
0.

15

辣
椒

（
尖

，
青

）
84

96
91

.9
1.

4
0.

3
3.

7
34

0
0.

03
0.

04
62

0.
88

15
0.

7
0.

22
3

0.
62

茄
子

93
88

93
.4

1.
1

0.
2

3.
6

50
0.

02
0.

04
5

1.
13

24
0.

5
0.

23
2

0.
48

水
果
类

梨
75

13
4

90
.0

0.
4

0.
1

7.
3

—
0.

01
0.

04
1

—
11

—
…

12
0.

07

苹
果

76
21

8
85

.9
0.

2
0.

2
12

.3
20

0.
06

0.
02

4
2.

12
4

0.
6

0.
19

12
0.

12

葡
萄

86
18

0
88

.7
0.

5
0.

2
9.

9
50

0.
04

0.
02

25
0.

70
5

0.
4

0.
18

13
0.

20

附
录

二
 

常
见

食
物

的
成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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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食
物
名
称

食
部 %

能
量

（
千
焦
）

水
分

（
克
）

蛋
白
质

（
克
）

脂
肪

（
克
）

糖
类

（
克
）

胡
萝
卜
素

（
微
克
）

维
生
素

A

（
微
克
）

维
生
素

B
1

（
毫
克
）

维
生
素
B

2

（
毫
克
）

维
生
素

C

（
毫
克
）

维
生
素

E

（
毫
克
）

钙

（
毫
克
）

铁

（
毫
克
）

锌

（
毫
克
）

磷

（
毫
克
）

硒

（
毫
克
）

桃
86

20
1

86
.4

0.
9

0.
1

10
.9

20
0.

01
0.

03
7

1.
54

6
0.

8
0.

34
20

0.
24

香
蕉

59
38

1
75

.8
1.

4
0.

2
20

.8
60

0.
02

0.
04

8
0.

24
7

0.
4

0.
18

28
0.

87

干
果
类

花
生

（
生

）
53

1
24

7
48

.3
12

.1
25

.4
5.

2
10

…
0.

04
14

2.
93

8
3.

4
1.

79
25

0
4.

50

核
桃

（
鲜

）
43

1
36

8
49

.8
12

.8
29

.9
1.

8
—

0.
07

0.
14

10
41

.1
7

—
—

—
—

—

肉
类

牛
肉

（
肥

，
瘦

）
10

0
79

5
68

.1
18

.1
13

.4
0

9
0.

03
0.

11
0.

22
8

3.
2

3.
67

14
3

19
.8

1

羊
肉

（
肥

，
瘦

）
90

82
8

66
.9

19
.0

14
.1

0
22

0.
05

0.
14

0.
26

6
2.

3
3.

22
14

6
32

.2
0

猪
肝

99
54

0
70

.7
19

.3
3.

5
5.

0
4

97
2

0.
21

2.
08

20
0.

86
6

22
.6

5.
78

31
0

19
.2

1

猪
肉

（
肥

，
瘦

）
10

0
1

65
4

46
.8

13
.2

37
.0

2.
4

11
4

0.
22

0.
16

0.
49

6
1.

6
2.

06
16

2
11

.9
7

鸡
66

69
9

69
.0

19
.3

9.
4

1.
3

48
0.

05
0.

09
0.

67
9

1.
4

1.
09

15
6

11
.7

5

鸭
68

1
00

4
63

.9
15

.5
19

.7
0.

2
52

0.
08

0.
22

0.
27

6
2.

2
1.

33
12

2
12

.2
5

带
鱼

76
53

1
73

.3
17

.7
4.

9
3.

1
29

0.
02

0.
06

0.
82

28
1.

2
0.

70
19

1
36

.5
7

鲫
鱼

54
45

2
75

.4
17

.1
2.

7
3.

8
17

0.
04

0.
09

0.
68

79
1.

3
1.

94
19

3
14

.3
1

鲤
鱼

54
45

6
76

.7
17

.6
4.

1
0.

5
25

0.
03

0.
09

1.
27

50
1.

0
2.

08
20

4
15

.3
8

乳
类

牛
乳

10
0

22
6

89
.8

3.
0

3.
2

3.
4

24
0.

03
0.

14
1

0.
21

10
4

0.
3

0.
42

73
1.

94

牛
乳

粉
（

全
脂

）
10

0
2

00
0

2.
3

20
.1

21
.2

51
.7

14
1

0.
11

0.
73

4
0.

48
67

6
1.

2
3.

14
46

9
11

.8
0

蛋
类

鸡
蛋

（
红

皮
）

88
65

3
73

.8
12

.8
11

.1
1.

3
19

4
0.

13
0.

32
2.

29
44

2.
3

1.
01

18
2

14
.9

8

鸡
蛋

（
白

皮
）

87
57

7
75

.8
12

.7
9.

0
1.

5
31

0
0.

09
0.

31
1.

23
48

2.
0

1.
00

17
6

16
.5

5

鸭
蛋

87
75

3
70

.3
12

.6
13

.0
3.

1
26

1
0.

17
0.

35
4.

98
62

2.
9

1.
67

22
6

15
.6

8

油
脂
类

豆
油

10
0

3
76

1
0.

1
…

99
.9

0
…

微
93

.0
8

13
2.

0
1.

09
7

3.
32

花
生

油
10

0
3

76
1

0.
1

…
99

.9
0

…
微

42
.0

6
12

2.
9

8.
48

15
2.

29

说
明
：

 1
. 

本
表

选
自

中
国

预
防

医
学

科
学

院
营

养
与

食
品

卫
生

研
究

所
编

著
，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19

91
年

8月
出

版
的

《
食

物
成

分
表

》
（

全
国

代
表

值
）

。
 

2.
 “

食
部

”
是

指
分

析
工

作
者

按
照

当
地

的
烹

调
和

饮
食

习
惯

，
把

从
市

上
购

来
的

样
品

（
简

称
市

品
）

去
掉

不
可

食
的

部
分

之
后

，
所

剩
下

的
可

食
部

分
，

简
称

“
食

部
”

。
表

中
食

部
为

每
10

0克
含

量
。

 
3.

 表
中

符
号

：
“

…
”

为
未

检
出

；
“

—
”

为
未

测
定

；
“

微
”

为
痕

迹
量

，
不

等
于

零
；

“
0”

为
不

含
此

成
分

；
“

［
］

”
为

别
名

。

（
续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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