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SE 化學名詞彙編 

 

1. 同位素：質子數相同，但中子數目不同的原子。 

2. 質量數：質子數和中子數之和。 

3. 相對原子質量：以 12
C=12.00 為基準，各同位素原子的加權平均質量。 

4. 八隅體規則：當原子的最外層電子數目達到 8 時，便達致穩定。 

5. 半金屬：該元素同時具有金屬與非金屬的性質；如硅和硼。 

6. 金屬鍵：金屬陽離子與離域電子間的吸力。   

7. 離子鍵：陽離子與陰離子之間的吸力。    

8. 共價鍵：共用電子與原子核之間的吸力。   

9. 摩爾：12.00g 
12

C所含有的原子數目。  1 摩爾 = 6.02×10
23

 mol
1

 

10. 陰極保護法：把鐵與電池的負極相連，電子從負極流向鐵，阻止了鐵生锈。(汽車車身…) 

11. 犧牲性保護：把鐵與比鐵活潑的金屬相連，電子從活潑金屬流向鐵，阻止了鐵生锈。(地下鐵水管、鍍鋅鐵、船身..) 

12. 陽極鍍鋁：令鋁表層生成氧化鋁，把鋁與空氣隔開，增強抗腐蝕性。 

13. 鹽基度：一個酸分子在水中能電離出氫離子的數目。 

 一元酸：一個酸分子在水中能電離出 1 個氫離子。 

14. 弱酸：在水中只是部分電離的酸。    強酸：在水中完全電離的酸。    

15. 弱鹼：在水中只是部分電離的鹼。     

16. 中和作用：酸和鹽基作用，只生成鹽和水的反應。 

17. 標準溶液：已知濃度的溶液。    

18. 滴定終點：指示劑顏色發生變化的時候。    

19. 煤：古代植物遺骸，經高溫高壓及細菌作用轉化而成的。 

20. 石油：古代海洋生物遺骸，經高溫高壓及細菌作用轉化而成的。 

21. 化石燃料：由古代生物的遺骸轉化而成的燃料。 

 石油是脂肪族和芳香族化合物的天然來源。 

22. 裂解作用：把大分子分解為若干個小分子的反應。( 屬化學變化 ) 

23. 加成作用：兩個或以上分子合成一個大分子的反應。 

24. 加成聚合：在聚合過程中，沒有失去小分子的。 
*縮合聚合：在聚合過程中，會失去小分子的。 

25. 電負性：原子對共用電子對的相對吸力。 

26. 極性共價鍵：因為共用電子對向較高電負性原子偏移。 

27. 極性分子：分子內各化學鍵的極性不能抵消。例如 NH3 和 OCl2。 

28. 非極性分子：分子內各化學鍵的極性互相抵消。例如 BF3和 CH4。 

29. 氫鍵：當氫原子與高電負性原子(F、O 或 N)成鍵，該氫原子與另一分子的 F、O 或 N 的孤偶電子間的吸力，便是氫鍵。 

30. 原電池：不可再充電的電池；如鋅碳乾電池。   

31. 二級電池：可再充電的電池，如鋰電池、鎳金屬氫化物電池。 

32. 陽極：發生氧化反應的電極。 

33. 電解質：在水溶液或熔融狀態可以導電且被分解的物質。 

34. 焓變：在定壓下的熱變。   

35. 標準中和焓變：在標準狀態下，酸和鹼反應生成一摩爾水的焓變。 

36. 標準生成焓變：在標準狀態下，由元素生成一摩爾化合物的焓變。 

37. 標準燃燒焓變：在標準狀態下，在氧中完全燃燒一摩爾物質的焓變。 

38. 赫斯定律：反應焓變與反應途徑無關。 

39. 反應速率：單位時間內，反應物或生成物濃度的變量。 



40. 瞬間速率：在某一瞬間，反應物或生成物濃度的變量( 圖示法：是反應物濃度對時間圖線在該瞬間的切線斜率。 ) 

41. 平均速率：在一段時間內，反應物或生成物濃度變量的平均值。 

 起始速率：在反應剛開始時的瞬時速率。 

42. 
*動態平衡：當一可逆反應達成平衡時，正反應和逆反應仍不斷發生，只是兩者的速率相等。 

43. 勒沙特利爾原理：當一化學平衡受到外界因素影響時，平衡位置會向抵消此因素的一方移動。 

44. 同系列：具有相同官能基及通式的成員，它們的化學性質相似，而物理性質(熔點、沸點、溶解度)..「漸變」。 

45. 同分異構：相同分子式但不同結構的物質。 

46. 結構異構：分子式相同，但結構式不同的物質。 

47. 立體異構：結構式相同，但各原子在空間的排佈不同的物質 

48. 順反異構：由於 C=C 兩端的碳原子不能相對旋轉，若這兩個碳原子都與不同的基團連結時，便會有順反異構出現。 

49. 手性碳原子：該碳原子與四個不同原子或基團連結的。 

50. 對映異構：手性分子與其鏡像是不能重疊的，稱為對映異構體。 

51. 取代反應：分子中某原子被另一原子所代替的反應。 

52. 兩性氧化物：能夠與酸及鹼反應的氧化物，例如氧化鋁。(寫出它與酸和鹼反應的方程式!!) 

53. 速率方程：反應速率與反應物濃度的關係式。 (速率 = k[反應物]
n
) 

54. 反應級數：在速率方程中，反應物濃度的指數。 

55. 活化能：令應發生所需要的最低能量。 

56. 阿列紐斯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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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聯立方程，可求出反應的活化能.....視乎題目所提供的資料) 

 

57. 催化劑：提供另一條低活化能的反應途徑來加快反應；在反應後得到再生。 

 

58. 綠色化學的原則： 1. 使用可再生的反應物  2. 使用無毒/無腐蝕性的反應物/不產生有害的生成物 

     3. 高原子經濟性   4. 反應不需溶劑 / 無毒的溶劑 

     5. 使用催化劑 

 

59. 紙色層法分析法原理：把成分滴在濾紙上，若物質與濾紙(固定相)的吸附能力較強，便會跟隨溶劑上移較小；同理，

該物質對溶劑的溶解度較大的，便會跟隨溶劑向上移動較多。 

60. 比移值 Rf：「溶質移動距離」與「溶劑移動距離」的比值。 

61. 比色法：利用比色計來量度有色物質的吸光度，若濃度愈高，吸光度愈高。然後利用校準曲線和吸光度來測定溶液的

濃度。 

62. 紅外光譜原理：分子中的官能基是不停振動的，當官能基振動頻率與入射的紅外光相同時，紅外光便會被吸收；根據

被吸收紅外光的波數，便可推定它有哪些官能基。 

 

63. 利用質譜鑑定： 利用 m/z 值來推斷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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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z 15 29 43 29 43 57 77 91 105 

 

64. 精確量度大氣污染物：一氧化碳(紅外光譜法)、二噁英、致癌(質譜-氣相色層分析法)、甲醛，損害眼睛(紅外光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