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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15章，简要介绍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及物质结构的基本理论，重点阐述化学平衡理论、溶液
理论及无机元素性质。
《无机化学》注意与后续相关课程的衔接，简化物理化学内容，突出无机化学的基础理论及常见无机
单质、化合物的性质。
为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强与生命科学领域的联系，各章节穿插介绍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典型案例，
简要介绍了生物无机化学的基本知识。

《无机化学》可作为高等医科院校药学、中药学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药学相关专业学生的自学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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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本章主要介绍无机化学的发展及研究内容。
从药物来源、药物制剂、药理作用等方面浅谈化学与药学之间的关系。
简要介绍无机化学的学习方法，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努力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用辩证思维的方
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和变化过程中能量关系的科学。
简言之，化学是研究物质变化的科学。
它通过实验观察来认识物质的变化规律，并将这些规律应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达到认识自然、利
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目的。
化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按研究对象或研究目的不同，可将化学分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
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五大分支学科。
　　1.1 无机化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　　化学科学的发展在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甚至与人类的文明进程息息相关。
　　在化学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最初化学工作者的研究多以实用为目的
，所研究的对象多为矿物等无机物，所以近代无机化学的建立就标志着近代化学的创始。
从这个意义上看，早期的化学发展史也就是无机化学发展史。
对建立近代化学学科贡献最大的化学家有三人，即英国的罗伯特？
玻意耳（RobertBoyle）、法国的安托万洛朗？
拉瓦锡（Antoine LaurentLavoisier）和英国的约翰？
道尔顿（JohnDalton）。
　　玻意耳在化学方面进行过很多实验，如磷、氢的制备，金属在酸中的溶解以及硫、氢等物质的燃
烧。
他从实验结果阐述了元素和化合物的区别，1661年首次提出元素的概念，指出元素是一种不能分出其
他物质的物质，明确地把&ldquo;化学确定为科学&rdquo;，不再把化学看成仅是以实用为目的的技艺
。
这些新概念和新观点，把化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引上了正确的路线，对建立近代化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拉瓦锡采用天平作为研究物质变化的重要工具，进行了硫、磷的燃烧，锡、汞等金属在空气中加
热的定量实验，确立了物质的燃烧是氧化作用的正确概念，推翻了盛行百年之久的燃素说。
拉瓦锡在大量定量实验的基础上，于1774年提出质量守恒定律，即在化学变化中，物质的质量不变。
1789年，在他所著的？
化学概要？
中，提出第一个化学元素分类表和新的化学命名法，并运用正确的定量观点，叙述当时的化学知识，
从而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
由于拉瓦锡的提倡，天平开始普遍应用于化合物组成和变化的研究。
　　1799年，法国化学家J.L.普鲁斯特（J.L.Proust）归纳化合物组成测定的结果，提出定比定律，即每
个化合物各组分元素的重量皆有一定比例。
结合质量守恒定律，1803年，道尔顿提出原子学说，宣布一切元素都是由不能再分割、不能毁灭的称
为原子的微粒所组成。
并从这个学说引申出倍比定律，即如果两种元素化合成几种不同的化合物，则在这些化合物中，与一
定重量的甲元素化合的乙元素的重量必互成简单的整数比。
这个推论得到定量实验结果的充分验证。
原子学说建立后，化学这门科学开始宣告成立。
　　19世纪后半叶，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D.L.Mendeleev）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并根据元素周期律编
制了第一个元素周期表，把当时已经发现的63种元素全部列入表里，从而初步完成了使元素系统化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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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表中留下空位，预言了类似硼、铝、硅等未知元素，若干年后，他的预言都得到了证实。
元素周期律的建立奠定了现代无机化学的基础。
　　20世纪以后，无机化学由单一的元素性质研究转向化合物的微观结构研究，借助于量子力学理论
和先进的化学、电学、磁学、电子计算机等实验技术，人们对原子、分子微观结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原子和分子结构理论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建立了现代价键理论、分子轨道理论和配位键理论。
随着原子能、电子、宇航、激光等新兴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对具有特殊性能的无机材料的需求日益增
多，为无机化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当前无机化学正从描述性的科学向推理性的科学过渡，从定性的科学向定量的科学发展、从宏观结构
理论向微观结构理论深入，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化、定量化和微观化的现代无机化学体系正在迅速建
立起来。
　　无机化学是化学科学中发展最早的一个分支。
现代无机化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除有机化合物以外，周期表中所有一百多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制
备及性质都是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无机化学有许多分支学科，如元素无机化学、制备无机化学、配位化学等。
近20多年来，由于无机化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大大开拓了无机化学的研究内容，产生了一
些新的边缘学科。
如今，无机化学已经深入到固体无机化学、原子簇化学、新型材料无机化学、能源化学、金属有机化
学、生物无机化学等各个领域。
　　1.2 化学与药学的关系　　药学科学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生命科学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
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寻找预防和治疗的途径。
这种预防和治疗主要依靠药物，用药物来调整因疾病而引起的种种异常变化。
药学学科需要以化学学科中的多门化学课程为基础，合成药物的研发、天然药物的提取以及药剂学、
药理学、药用材料等研究都需要依靠化学知识。
　　1.2.1 化学与药物来源的关系　　化学药物是药物的重要分支。
化学药物按来源可分为天然药物、人工合成药物和半人工合成药物。
很早以前，人类就开始使用植物或矿物治疗某些疾病。
20世纪30年代以来，药物化学家们合成了成千上万种化学药物。
其中有些合成药物是以天然产物为先导化合物，通过对其分子进行简化、改造、修饰或优化，从而发
现并合成了具有新型结构及特殊药理作用的新药。
目前在新药开发中，以无机物为主的制剂大量出现，这也是学习无机化学的学生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
　　无论是天然药物还是合成药物的生产与检验都离不开化学方法。
药物合成主要用到无机反应或有机反应。
药物的分离、纯化、鉴定乃至检测它们在体内的代谢物则离不开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的方法。
　　1.2.2 化学与药物制剂的关系　　药物制成不同的剂型后，要对其稳定性、生物利用度和药物代谢
动力学等进行评价，从而选择一种或多种适宜的剂型，这就需要用到物理化学的相关知识。
例如固体分散体具有较高的生物利用度，利用物化中的低共熔相图原理，当药物与载体以低共熔比例
共存时，制成的药物具有均匀的微细分散结构，可大大改善其溶出速度。
　　1.2.3 化学与药理作用的关系　　无机化学与药学的关系除体现在很多药物本身即是无机物，其制
备方法及性质研究均涉及化学方法外，还体现在其基本结构与功能的理论研究上，不同的结构会有不
同的功能，以此指导药物的合成与应用，成为药学的基本法则之一。
许多药物的药理作用机制可以通过它们的化学结构进行解释。
例如磺胺类药物与对氨基苯甲酸（PABA）化学结构相似，竞争性抑制二氢叶酸合成酶，从而阻止叶
酸的合成，而叶酸的代谢产物四氢叶酸是细菌合成嘌呤、胸腺嘧啶核苷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必
需物质，因此抑制了细菌的生长繁殖。
　　磺胺类药物之所以能和PABA产生竞争性拮抗，是由于二者的分子大小和电荷分布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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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类药物可以取代PABA的位置，生成无功能的化合物，妨碍了二氢叶酸的合成。
这种代谢拮抗是寻找新药的途径之一，已广泛用于抗菌、抗疟以及抗肿瘤药物的设计中。
　　1.3 无机化学的学习方法　　本课程的内容分为基础理论和元素化学两大部分。
基础理论部分分别介绍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的基础知识以及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配
合物结构的基本理论，系统讨论酸碱平衡、沉淀平衡、氧化还原平衡、配位平衡等四大化学平衡；元
素化学部分重点介绍元素周期表中各区元素的通性及重要元素的单质、化合物的性质及制备。
　　无机化学是药学、中药学专业学生进入大学后接触的第一门化学课，也是一门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无机化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这些理论　　3 知识在本
专业中的应用，为后续化学课程和药学课程的学习打好理论基础；通过配套的无机化学实验课的训练
，掌握一些基本实验技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学习无机化学的过程中，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畅要善于归纳总结，寻找知识点的内在联系　　无机化学内容多，知识点分散，记忆困难。
在学习中必须首先学会寻找知识点，解剖知识点的基本要素，弄清各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力求融会贯
通，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
例如，&ldquo;杂化轨道&rdquo;的概念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杂化的前提是在成键过程中能量相
近的原子轨道才能杂化；第二，杂化轨道仍然是原子轨道；第三，杂化后杂化轨道的数目与原来的原
子轨道总数相等，但能量和空间的伸展方向不同。
记住这几点要素，杂化轨道的概念即可牢记心中。
另外，每一章节往往有很多知识点，记住单个知识点之后，要善于串联相关知识点，形成块状记忆。
例如，同样是化学平衡内容，就可以&ldquo;平衡&rdquo;为主线，将相关章节的知识点串联起来，比
较相互之间的异同点，便能达到整体记忆的效果。
　　2 畅要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学习　　大多数化学理论均是在收集观察实验现象、计算处理实验数
据、归纳总结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多是定性或半定量的理论模型，许多化学理论还不够
完善，即使能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往往也都附带许多限制条件。
所以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学习，要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例如，在共价键理论一节中，先后介绍经典路易斯学说、现代价键理论、杂化轨道理论、价电子对互
斥理论以及分子轨道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其成功和不足之处，运用这些理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深
度来描述共价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它们也有一条共同主线，链接点就是各种理论的优缺点。
在准确掌握各种化学理论要点之时，还要牢记它们的适用范围，把各种理论联系起来，才能准确运用
所学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做到活学活用。
　　3 畅要重视实践训练　　化学就其本质和本源而言是一门实验科学，在任何时期，新理论的发现
和验证都要通过实验，因此，在无机化学的学习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化学实验的重要性。
通过实验课的训练，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有关实验的基本操作和技能，而且还要培养学生观察实验现象
、正确记录结果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学会利用各种参考资料，运用所掌握的理论和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变应
试学习为研究性学习。
　　&hellip;&hellip;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化学>>

编辑推荐

游文玮编著的《无机化学(供药学中药学等专业使用高等医学院校医药学专业化学教材)》系统全面介
绍了无机化学相关知识，本书可作为高等医科院校药学、中药学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药学相关
专业学生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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