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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药学基础综合（一）考试大纲 

 

一、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本《药学基础综合（一）》考试大纲适用于报考郑州大学药物研究院学术学

位的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制备方法与应用的科

学，是化学中极重要的一个分支。在药学类专业中，《有机化学》是一门非常重

要的基础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基本结构、命名、化学性质、制

备方法和结构鉴定，以及各种有机反应的反应机理等内容。 

《分析化学》是药学相关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药物分析学、药物化学、

药剂学、药理学及微生物免疫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课程。主要内容：定性化学分

析、定量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基本分析化学实验。分析化学有很强的实用性，

同时又有严密、系统的理论，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学科。要求考生系统地理

解和掌握分析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在掌握容量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掌握

现代色谱分析和光谱分析，了解其新进展、新技术，将经典分析化学与现代分析

化学融合在一起，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无机化学》是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一步学习其他化学课程和药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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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课程的基础，主要内容：物质的结构及结构的变化等。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和

掌握无机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对一般无机化学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

计算的能力、掌握结构对于物质性质的影响的分析和阐释方法，了解化学的最新

进展，能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药学基础综合（一）》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其中《有机化学》单元满分 120分，《分析化学》

单元满分 120分，《无机化学》单元满分 60分。 

1、《有机化学》试卷结构（题型：从以下所述题型中选择部分题型进行

考试）：命名，名词解释，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完成反应，反应机理，

推断结构，合成，结构解析，简答题，论述题，文献阅读题。 

2、《分析化学》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分，共 20分）、配伍题（每小题 2 分，共 20分）、判

断题（每小题 2 分，共 20分）、简答与设计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分）、计

算题（共 10分）。 

3、《无机化学》试卷结构（题型）：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判断题、简

答题、计算题 

三、考试内容 

有机化学 

第一章  绪论 

1.了解化学键的种类和特点；了解共价键的断裂方式。 

2.熟悉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构造及立体结构的表示方法。 

3.掌握各有机酸碱理论对酸、碱的定义。 

4.了解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的方法。 

第二章  烷烃 

1.了解同系列、同系物、同分异构的概念。 

2.了解饱和碳原子和氢原子的分类。 

3.掌握烷烃的命名、化学性质。 



4.掌握卤代反应的反应机理。 

第三章  烯烃 

1.了解顺反异构和构造异构的概念。 

2.了解烯烃的命名方法、烯烃碳上氢在核磁共振氢谱中的出峰位置。 

3.掌握烯烃的化学性质。 

4.熟悉碳正离子的相对稳定性，掌握“马氏规则”，掌握碳正离子的重排。 

5.掌握烯烃的制备方法。 

第四章  炔烃和二烯烃 

1.了解炔烃和二烯烃的结构、同分异构和命名。 

2.了解与炔键相连的氢在核磁共振氢谱中的出峰位置。 

3.掌握炔烃的化学性质，掌握共轭二烯烃的特征反应，掌握共轭效应。 

4.熟悉烯醇式与酮式的互变。 

5.掌握炔烃的制备。 

第五章  脂环烃 

1.了解脂环烃的命名。 

2.了解环己烷的构象，熟悉椅式构象中的竖键和横键，熟悉椅式构象的

翻环作用。 

3.掌握脂环烃的化学性质。 

4.掌握脂环烃的制备。 

第六章  立体化学基础 

1.了解互变异构、立体异构、旋光性、旋光异构、手性、手性碳原子、

对称中心、非对映异构体、内消旋体和外消旋体的概念，了解内消旋体和外

消旋体的区别。 

2.熟悉 D、L构型标示法和 R、S 构型标示法对化合物的命名，掌握手性

碳的构型的判定。 

3.了解获得单一光学异构体的方法。 

4.熟悉取代环烷烃的立体异构。 

第七章  芳香烃 

1.了解芳香烃的命名，掌握母体官能团的选择顺序。 



2.了解芳香环上的氢在核磁共振氢谱上的出峰位置。 

3.掌握苯及其同系物的化学性质，掌握傅-克反应。 

4.熟悉苯的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 

5.掌握休克尔规则。 

第八章  卤代烃 

1.了解卤代烃的命名；掌握亲核试剂、亲核取代反应、区域选择性、格

氏试剂的概念。 

2.了解卤代烃的核磁共振氢谱的特征。 

3.掌握卤代烃的化学性质；掌握查依扎夫规则；掌握烯烃的稳定顺序。 

4.掌握亲核取代反应和消除反应的机理，熟悉影响亲核取代反应的因素，

熟悉消除反应和亲核取代反应的竞争。 

5.掌握卤代烃的制备。 

第九章  醇、酚和醚 

1.了解醇、酚、醚和环氧化合物、硫醇和硫醚的命名。 

2.了解醇羟基氢、酚羟基氢的核磁共振氢谱出峰位置，掌握醚的核磁共

振氢谱特征。 

3.掌握醇、酚、醚和环氧化合物的化学性质；掌握邻二醇的特性。 

4.掌握醇、酚、醚的制备。 

第十章  醛和酮 

1.了解醛和酮的命名，了解羟醛缩合的概念 

2.了解醛和酮的核磁共振氢谱特征。 

3.掌握醛和酮的化学性质，掌握羟醛缩合的反应机理。 

4.掌握醛和酮的制备。 

5.掌握α，β-不饱和醛酮的化学性质。 

6.熟悉醌的制备。 

第十一章  羧酸和取代羧酸 

1.了解羧酸和取代羧酸的命名。 

2.了解羧酸和取代羧酸的核磁共振氢谱特征。 

3.掌握羧酸和取代羧酸的化学性质。 



4.掌握羧酸和取代羧酸的制备。 

第十二章  羧酸衍生物 

1.了解羧酸衍生物的命名。 

2.了解羧酸衍生物的核磁共振氢谱特征峰。 

3.掌握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4.熟悉碳酸衍生物和原酸衍生物；掌握油脂的化学性质。 

5.熟悉羧酸衍生物的制备。 

第十三章  碳负离子的反应 

1.了解羟醛缩合型反应和酯缩合反应的类型、反应机理。 

2.掌握乙酰乙酸乙酯的特殊化学性质、在合成中的应用。 

3.了解丙二酸二乙酯的性质。 

4.掌握迈克尔加成反应及其机理。 

第十四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 

1.掌握硝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2.了解胺类化合物的命名、核磁共振氢谱特征峰、化学性质以及制备。 

3.了解季铵盐和季铵碱的特征。 

4.掌握重氮化合物和偶氮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5.熟悉卡宾的概念和化学性质。 

第十五章  杂环化合物 

1.了解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了解无特定名称的稠杂环的命名规则。 

2.熟悉常见杂化化合物的结构和化学性质。 

3.掌握喹啉、嘧啶、吲哚及其衍生物的合成。 

第十六章  糖类 

1.了解葡萄糖、果糖的结构；了解吡喃糖和呋喃糖的概念。 

2.熟悉糖的化学性质。 

第十七章  氨基酸、多肽、蛋白质和核酸 

1.了解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的结构；了解碱基的结构。 

2.掌握氨基酸的酸碱性和等电点。 

3.了解氨基酸的化学反应。 



4.了解肽键的结构特点。 

5.了解氨基和羧基保护的方法。 

6.了解蛋白质的结构层次。 

第十八章  萜类和甾族化合物 

1.了解萜类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2.了解甾族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第十九章  周环反应 

1.掌握周环反应的概念、特点。 

2.熟悉电环化反应的反应特征，了解选择规律。 

3.熟悉环加成反应的反应特征，了解选择规律。 

4.掌握克莱森重排和科普重排。 

文献翻译题 

从英文文献中抽取一段原始文献，考察考生对文献的阅读能力。 

分析化学 

1、误差和分析数据处理 

考试内容  

   （1）误差的产生与分类、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区别以及判断方法。 

   （2）准确度与精密度的关系、准确度与误差的关系、精密度与偏差

的关系。 

   （3）有效数字运算法则和数字修约规则、置信区间的基本概念、t

检验和 F检验。 

考试要求 

   （1）掌握误差及偏差的表示和有关计算；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规则；t

检验和 F检验。 

   （2）熟悉误差的种类，产生的原因及其消除方法。 

   （3）了解处理变量之间关系的相关。 

2、滴定分析法概论 

考试内容 

  （1）化学计量点、滴定、容量分析法的基本概念和适用于滴定分析的



化学反应具备的三个条件、滴定分析的种类、滴定分析的方式。 

  （2）符合基准物质的条件、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直接法和间接

法配制标准溶液；基准物质标定对象。 

  （3）滴定分析的计算。 

考试要求 

  （1）掌握滴定分析中的化学平衡原理以及滴定分析的计算。 

  （2）熟悉标准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和配制。 

  （3）了解滴定方式的种类、化学计量点、滴定、容量分析法的基本概

念。 

3、酸碱滴定法 

考试内容  

  （1）酸碱分布系数计算公式、特点、计算方法。 

  （2）酸碱溶液的质子条件和一元酸碱、缓冲溶液计算公式的推导。 

  （3）指示剂的变色原理、指示剂的变色范围，根据类型不同的酸碱反

应灵活选择指示剂。 

  （4）酸碱滴定曲线的绘制，影响酸碱滴定突跃的因素、进行酸碱准确

滴定的条件、滴定终点误差的基本概念和计算公式、酸碱滴定终点误差的计

算。 

  （5）常见酸、碱溶液的配制和标定，直接酸碱滴定和间接酸碱滴定的

原理。 

考试要求 

  （1）掌握酸碱滴定法的原理、应用。 

  （2）熟悉指示剂的变色点、变色范围以及酸碱滴定的有关计算。 

  （3）了解滴定分析的一些基本概念 

4、非水滴定法 

考试内容 

  （1）溶剂的分类、质子溶剂和无质子溶剂概念、酸性溶剂、碱性溶剂、

两性溶剂和偶极亲质子质子溶剂、惰性溶剂的概念及特点。 

  （2）均化效应、区分效应的基本概念，并能灵活地将均化效应、区分



效应。 

  （3）溶剂的离解性、酸碱性、极性等性质基础上，溶剂的选择以及选

择溶剂应注意的问题。 

  （4）酸碱的非水滴定常用的溶剂、标准溶液、基准物质、指示剂以及

测定对象；影响滴定 

考试要求 

  （1）掌握酸的滴定和碱的滴定方法及原理。 

  （2）熟悉非水滴定的基本原理。 

  （3）了解非水滴定的基本概念。 

     5、络合滴定法 

考试内容 

  （1）配位滴定法作用、条件、基本原理。 

  （2）金属指示剂的作用原理、金属指示剂颜色转变点、配位滴定法滴

定条件的选择。 

  （3）EDTA 标准溶液和常用的指示剂（铬黑 T、二甲酚橙）的配制、标

准溶液的标定 

  （4）直接滴定法、返滴定法、间接滴定法的概念和实质。 

考试要求 

  （1）掌握配位滴定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2）掌握配位滴定曲线的绘制和滴定条件的选择。 

  （3）熟悉配位滴定的滴定方法以及应用 

6、氧化还原滴定法（7学时）  

考试内容 

  （1）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适用于氧化还原滴定的条件。 

  （2）引入条件电位的原因、概念、作用；影响条件电位的因素（盐效

应、生成沉淀、生成配合物、酸效应）。 

  （3）氧化还原滴定曲线的绘制和影响滴定突跃的因素、氧化还原指示

剂的变色原理、常见氧化还原指示剂的特点。 

  （4）碘量法的基本原理、碘的标准溶液、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配制



和标定、直接碘量法、剩余碘量法的运用。 

  （5）高锰酸钾法的基本原理；高锰酸钾溶液的配制和标定，高锰酸钾

法优缺点。 

  （6）溴酸钾法、溴量法、铈量法、亚硝酸钠法、重铬酸钾法的基本原

理和应用。 

考试要求 

  （1）了解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适用于氧化还原滴定的

条件。 

  （2）熟悉影响氧化还原滴定的因素、滴定曲线的绘制。 

  （3）掌握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基本原理，条件电位的概念和运用。 

  （4）掌握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原理和应用。 

7、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法 

考试内容 

  （1）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概念以及符合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条件。 

  （2）银量法的基本原理，滴定曲线的绘制、影响滴定突跃的因素。 

  （3）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和常用的指示剂。 

  （4）无机卤代物的测定和计算方法。 

  （5）重量分析法的分类及优缺点、沉淀法的基本原理、沉淀形态、沉

淀的形成、沉淀完全的程度与影响因素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同离子效

应，盐效应，酸效应）、沉淀的纯化 （共沉淀，后沉淀，沉淀条件的选择）；

萃取方法、理解称量形式与结果计算。 

考试要求 

  （1）了解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概念以及符合沉淀滴定法的基本条件。 

  （2）掌握银量法基本原理、沉淀法原理、计算和应用。 

  （3）了解重量分析法的分类以及优缺点。 

  （4）熟悉液液萃取法的原理、萃取类型和应用。 

8、电位法及永停滴定法 

考试内容 

  （1）电位法的基本原理、化学电池、指示电极与参比电极、液接电位、



可逆电池与可逆电极；电极电位的测量。 

  （2）玻璃电极的构造、原理、性能以及测量原理和方法， 

  （3）测量误差和注意事项、pH计应用、构造、离子选择电极基本构

造、电极电位的大小、影响因素。 

  （4）电位滴定装置、电位滴定法与指示剂滴定法相比优缺点、确定电

位滴定终点的方法。 

  （5）永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理解永停滴定的装置及其应用。 

考试要求 

  （1）熟悉电位法的基本原理及基本概念。 

  （2）掌握直接电位法的基本原理；电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永

停滴定法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9、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考试内容 

  （1）跃迁类型（σ-σ*跃迁、π-π*跃迁、n-π*跃迁、n-σ*跃迁）、

吸收峰、谷、肩峰、末端吸收、生色团、助色团、红移、蓝移、增色效应和

减色效应、强带和弱带。 

  （2）R带、K带、B带；影响吸收带的因素。 

     （3）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Lambert-Beer定律及其

应用条件物理意义、摩尔吸光系数、百分吸光系数的概念、物质意义。 

  （4）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基本结构、主要部件、各部件的作用和组

成。 

  （5）利用对比吸收光谱特征数据和对比吸收度的比值进行定性鉴别的

含义、方法、杂质检查和杂质的限量检测的含义。 

  （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定量分析方法、单组分样品的吸光系数

法、标准曲线法、对照法、双波长法等。 

考试要求 

  （1）了解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中的基本概念、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基

本结构、类型和组成。 

  （2）熟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基本原理。 



  （3）掌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及应用。 

10、荧光分析法 

考试内容 

  （1）荧光分析法的基本概念；分类、优缺点及其作用。 

  （2）分子荧光的发生过程、振动弛豫、荧光发射、荧光寿命、荧光效

率等基本概念、激发光谱与发射光谱的区别、联系和特点。 

  （3）分子结构与荧光的关系和影响荧光强度的外部因素、发射荧光的

物质具备的条件。 

  （4）用荧光分析法的定量分析原理和方法、荧光分析的仪器构造。 

考试要求 

  （1）了解荧光分析法的基本概念、作用、分类、优缺点、荧光分光光

度计的组成和原理。 

  （2）熟悉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应用和示例。 

  （3）掌握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定量分析方法。 

11、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考试内容 

  （1）原子光谱的分类、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基本概念、作用、优缺点。 

  （2）原子光谱的基本原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结构、主要部件以及

各主要部件的作用。 

考试要求 

  （1）了解原子光谱的分类、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基本概念、作用、优

缺点。 

  （2）熟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结构、主要部件以及各主要部件的作用。 

12、红外吸收光谱法 

考试内容 

    （1）红外线的区划、红外吸收光谱的表示方法、用途及红外吸收光

谱与紫外吸收光谱的区别。 

  （2）振动能级与振动光谱、分子的振动形式（伸缩振动、弯曲振动、

振动自由度）、指纹区与特征区的区别。 



  （3）影响吸收峰的位置、吸收峰的强度的因素。 

  （4）红外分光光度计结构及制样。 

考试要求 

  （1）了解红外线的区划、红外吸收光谱的表示方法、用途和红外分光

光度计结构、组成、仪器性能、制样。 

  （2）熟悉不同类别化合物的光谱特征。 

  （3）掌握红外光谱的基本原理；学会红外光谱解析。 

13、核磁共振波谱法 

考试内容 

  （1）核磁共振波谱的基本概念；、氢谱的基本知识、化学位移、化学

位移表示方法以及化学位移的影响因素。 

  （2）自旋偶合和自旋系统、自旋系统分类、特征。 

考试要求 

  （1）了解核磁共振波谱的基本概念；与其它吸收光谱的区别、碳谱的

基本知识。 

  （2）掌握核磁共振氢谱和碳谱的解析方法。 

14、质谱法 

考试内容 

  （1）质谱分析法的基本概念；质谱的形成过程、质谱分析法特点和用

途。 

  （2）质谱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样品导入系统、离子源（EI、CI、FI、

FAB）、质量分析器的工作原理、离子检测器、质谱仪的主要性能指标。 

考试要求 

  （1）了解质谱分析法的基本概念；质谱的形成过程、质谱分析法特点

和用途。 

  （2）熟悉质谱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5、色谱分析概论 

考试内容 

  （1）色谱分析法的分类、色谱法的基本原理、色谱法的分离机制。 



  （2）各种色谱参数及计算。 

考试要求 

  （1）了解色谱分析法的发展、优缺点、色谱法的分类以及发展趋势。 

  （2）掌握色谱法的基本原理 

16、经典液相色谱法 

考试内容 

  液-固吸附柱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法、平面色谱参数、薄层色谱法、

纸色谱法。 

考试要求 

  （1）了解高效薄层色谱法和薄层扫描法；平面色谱法的定性定量分析

方法及其在药学中的应用。 

  （2）熟悉平面色谱法常用的固定相及其选择；TLC 展开剂的选择及其

操作方法。 

  （3）掌握液-固吸附色谱法、离子交换色谱法和纸色谱法的分离原理；

平面色谱参数。 

17、气相色谱法 

考试内容 

  （1）气相色谱法的定义、分类、流程以及特点。气相色谱法基本概念

如：色谱峰、基线、保留时间、死体积、调整保留时间、保留体积、死体积、

调整保留体积、保留指数、色谱峰区域宽度、半峰宽、峰宽、相平衡参数等、

塔板理论、理论塔板高度、理论塔板数； Van Deemter方程式以及涡流扩散

项、纵向扩散项、传质阻抗项作用和物理意义。 

  （2）气相色谱色谱柱的分类、组成、作用；固定液分类、对固定液的

要求和固定液的选择；气-固色谱填充柱和毛细管色谱柱；检测器的分类；分

离条件的选择； 

（3）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归一化法、内标法、外标法的原理、应用范

围）。 

考试要求 

  （1）了解气相色谱法的定义、分类、作用、一般流程以及特点。 



  （2）熟悉气相色谱仪的组成，色谱柱的分类、组成、作用；检测器的

分类、原理和特点。 

  （3）掌握气相色谱法基本理论、分离条件的选择、定性和定量分析方

法。 

18、高效液相色谱法 

考试内容 

  （1）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基本概念、作用、优缺点。 

  （2）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分类与基本原理及分离条件的选择。 

  （3）液-固吸附色谱法、液-液分配色谱法、化学键合相色谱法、离子

抑制色谱法的原理、高效液相色谱固定相和流动相。 

  （4）高效液相色谱仪；掌握输液泵、色谱柱、进样器、检测器结构、

组成、作用和工作原理。 

  （5）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外标法、内标法的含义、特点、计算公式。 

  （6）高效毛细管电泳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适用范围。 

考试要求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基本概念、作用、优缺点。 

  （2）熟悉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分类与基本原理、高效液相色谱固定相和

流动相。 

  （3）掌握输液泵、色谱柱、进样器、检测器结构、组成、作用和工作

原理. 

  （4）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及计算。 

无机化学 

1.原子结构 

考试内容：氢原子结构的 Bohr模型及量子力学模型，多电子的原子结构，

原子的电子组态与元素周期律，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考试要求：掌握四个量子数的物理意义和取值限制，量子数组合和轨道

数的关系；掌握基态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规律（Pauli原理、能量最低原理

和 Hund 规则）；掌握元素周期律与核外电子排布原理，能够运用轨道填充顺

序图、核外电子排布原理写出若干常见元素的电子构型；掌握各类元素原子



的结构特征。 

熟悉不确定原理；熟悉屏蔽效应和钻穿效应的概念及对轨道能级的影响；

熟悉原子半径的概念及周期变化规律。 

了解原子能级、波粒二象性、原于轨道(波函数)和电子云等概念；了解

电离能、电负性等概念及周期变化规律。 

2.分子结构 

考试内容：离子键，共价键，分子的形状与极性，分子间作用力。 

考试要求：掌握离子键和共价键的概念、本质及其特点；掌握价键理论、

杂化轨道理论和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的基本内容；掌握成键三原则；掌握分

子间力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掌握氢键的形成、氢键的类型以及氢键对物质性

质的影响。 

熟悉键长、键角、键能和分子极性的概念。 

了解离子键的强度；了解离子的电荷、半径、电子组态和离子极化；了

解同核双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理论。 

3．溶解与沉淀 

考试内容：溶解，溶解-沉淀平衡，影响溶解-沉淀平衡的因素。 

考试要求：掌握沉淀溶解平衡中溶度积常数和溶解度的关系，溶度积规

则及相关计算；掌握利用溶度积规则计算沉淀的生成、溶解或转换。 

熟悉同离子效应、盐效应等概念及影响电离平衡移动的因素。 

了解离子晶体和分子晶体的溶解过程、热效应和熵效应。 

4.酸与碱 

考试内容：质子酸碱概念，酸碱反应，酸碱平衡中的浓度计算，浓度对

酸碱平衡的影响。 

考试要求： 

掌握质子酸碱定义，共轭酸碱对的概念；掌握一元及多元酸碱水溶液中

氢离子浓度的计算；掌握缓冲溶液作用原理、缓冲溶液的配制及其应用。 

熟悉两性物质和含有同离子的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 

了解 Lewis 酸碱理论。 

5.氧化还原 



考试内容：基本概念和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电极电势和电池电

动势，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考试要求：掌握氧化还原的基本概念、特征和实质及氧化还原反应方程

式的配平； 掌握能斯特方程式及其有关的计算、电极电势的应用、判断氧化

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和限度。 

熟悉原电池的组成及书写；熟悉电极电势的产生、标准氢电极和标准电

极电势，电池电动势与化学反应吉布斯自由能的关系。 

了解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6.配位化合物 

考试内容：配位化合物的组成、命名和异构现象，配合物的价键理论和

晶体场理论，配位平衡。 

考试要求：掌握配合物的基本概念和组成；掌握酸碱平衡、沉淀平衡、

氧化还原平衡与配位平衡的联系及有关计算。 

熟悉配位化合物的命名和异构现象；熟悉螯合效应和硬软酸碱规则。 

了解配合物的价键理论和晶体场理论。 

四、考试要求 

硕士研究生入学《药学基础综合（一）》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为 300 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

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有机化学》第8版；陆涛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分析化学》（2016年7月第8版），柴逸峰、邸欣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六版），张天蓝、姜凤超等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无机化学》（第三版），上册 宋天佑等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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