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810）《普通化学》考试大纲 

I.考试性质 

《普通化学》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全日制攻读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学术性硕士学位入学考试科目之一。 

II.考查目标 

本科目考试内容包括化学热力学与动力学的基本原理，物质

结构基础，溶液化学，电化学，仪器分析基础，无机与高分子化

合物等相关内容。 

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及掌握各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具

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Ⅲ.参考书目 

本大纲以《普通化学》（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主要

参考书目。 

Ⅳ.考试时工具使用需求 

无 

Ⅴ.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热化学：约 30 分 

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约 30 分 

水溶液化学：约 20 分 

电化学与金属腐蚀：约 15 分 

物质结构基础：约 15 分 

仪器分析基础：约 10 分 

无机化合物：约 20 分 

高分子化合物：约 10 分 

Ⅵ.试卷题型结构 

填空题：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判断题：3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30 分  

选择题：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简答题：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计算题：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Ⅶ.考查内容 

一、热化学 

（一）掌握系统与环境、状态函数、反应进度、标准状态等

概念。理解等压热效应与反应焓变的关系、等容热效应与热力学

能变的关系。初步掌握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计算。 

（二）了解用弹式热量计测量等容热效应的原理，熟悉等容

热效应的实验计算法。 



 

  

（三）了解能源的概况，燃料的热值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 

（一）理解熵和吉布斯函数这两个重要状态函数。初步掌握

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吉布斯函数变的计算，能应用其判断反应进

行的方向。 

（二）理解标准平衡常数（K
ɵ
）的意义及其与标准摩尔吉布

斯函数变的关系，并初步掌握有关计算。理解浓度、压力和温度

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三）理解反应速率与速率方程，了解基元反应和反应级数

的概念。能用阿伦尼乌斯方程和质量作用定律进行反应速率初步

计算。能用活化能和活化分子的概念，说明浓度、温度、催化剂

等对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了解链反应与光化学反应的一般概念。 

（四）了解综合性大气污染现象及其控制。了解清洁生产和

绿色化学的概念。 

三、水溶液化学 

（一）理解溶液的通性（蒸气压下降、沸点升高、凝固点降

低及渗透压）。 

（二）掌握酸碱理论、酸碱的解离平衡和缓冲溶液的概念，

能进行同离子效应及溶液 pH 的有关计算，了解配离子的解离平

衡及其移动。 

（三）掌握溶度积和溶解度的基本计算。理解溶度积规则及

其应用。 



 

  

（四）了解表面活性剂溶液的性质和应用。 

（五）了解水的净化与废水处理方法。 

四、电化学与金属腐蚀 

（一）了解原电池的组成及其中化学反应的热力学原理。 

（二）了解电极电势概念，能用能斯特方程计算电极电势和

原电池电动势。 

（三）能用电极电势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和程度。 

（四）了解化学电源、电解的原理及电解在工业生产中的一

些应用。 

（五）了解金属电化学腐蚀的原理及基本的防护方法。 

五、物质结构基础 

（一）了解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基本特征，掌握 s、p、d 轨

道波函数及电子云空间分布情况。 

（二）掌握原子核外电子分布的一般规律及其与元素周期表

的关系，了解元素按 s、p、d、ds、f 分区的情况；联系原子结

构和周期表，了解元素某些性质递变的情况。 

（三）了解化学键的本质，理解共价键键长、键角数据的实

验依据，能根据结构数据判断分子间、离子间作用的类型。 

（四）掌握杂化轨道理论的要点，能用该理论解释一些常见

分子的空间结构。 

（五）了解测定分子空间结构的晶体 X 射线衍射实验。 

六、仪器分析基础 



 

  

（一）了解分析化学的基本任务。 

（二）理解几类常见的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和适用范围。 

（三）通过实例，加深对几种常见仪器分析应用的认识。 

七、无机化合物 

（一）联系元素周期表和物质结构，了解化合物的熔点、沸

点等物理性质的一般规律。 

（二）联系元素周期表和电极电势，了解某些化合物的氧化

还原性和酸碱性等化学性质的一般规律和典型实例。 

（三）了解配合物的组成，命名和某些特殊配合物的概念。

了解配合物价键理论的基本要点及配合物的某些应用。 

（四）了解重要金属合金材料和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特性及应

用。 

八、高分子化合物 

（一）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基本概念、命名和分类。 

（二）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反应。 

（三）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物理性能（如力学性能、电性能、

化学稳定性与老化等）与其分子链结构间的关系。 

（四）了解高分子化合物的改性和加工方法。 

（五）了解几种重要高分子材料（如塑料、橡胶、纤维及感

光性高分子）和复合材料的性能及其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