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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先生将热力学引进无机化学的教学以来，已近半个世纪了。
国外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普通化学教材中引入了热力学初步知识的介绍。
在逐渐更新的无机化学教材中，越来越多地用到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到的热力学规律，并用化学热力
学的知识来加强对无机化学知识的介绍，从能量转化的观点定量地或半定量地阐明无机物的宏观性质
和反应历程。
作者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运用热力学的知识，除了能更好地阐明无机化学的四大平衡及其联系之外
，还有助于从理论上定量地讨论化学反应，寻求影响反应进行的因素并指导无机合成。
在阐明无机物的性质及无机反应的规律时，运用热力学的观点，往往比单靠微观的结构观点更能得到
满意的结果。
学生不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而且能寻找其内部联系。
从某些方面看，用热力学说明问题比用微观结构更为直观，更易被接受。
但限于学生的基础和学时等诸方面的原因，在现有的无机化学教材中，关于热力学的内容只能作一般
性的介绍，要让学生在学习无机化学时较好地接受这些内容并自如地应用，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有
必要为学生创造一定的条件，使学生掌握这些内容，并提高他们的无机化学素养。
无机化学热力学就是西北大学化学系为适应这些要求给高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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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到的热力学规律，用能量转化的观点定量地或半定量地阐明物质的性质
、物理和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
全书共7章，分别介绍无机化学热力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热力学稳定性和反应的自发性、晶格
能及其应用、离子型化合物的热力学性质、水合离子的热力学性质及离子型化合物的溶解性、电极电
势与氧化还原反应、键焓及共价键型物质的热力学性质、配体场稳定化能及过渡元素化学的热力学性
质等，特别是对在无机化学课程中常出现的与实验数据相关的元素电势图、自由能-温度图、自由能-
氧化态图、电势-pH图、溶解度-pH图作了较深入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的无机化学选修课教材，也可供研究生和相关专业研究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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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化学热力学>>

编辑推荐

《无机化学热力学》从能量转化的观点定量或半定量地阐明无机物的宏观性质，运用热力学的知识，
寻求影响反应进行的因素，指导无机合成，内容涉及无机化学中能用热力学更好阐述的全部内容，深
入介绍元素电势图、自由能-温度图、自由能-氧化态图、电势-pH图、溶解度-pH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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