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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4年面世以来得到了很多同行及读者们的关心、支持和肯定，已经被一些高校列为研究
生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或被选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的参考书，对此作者深感欣慰
。
同时，本书有幸被列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值此之际，作者对本书进行了修订，时隔6年多之后以第二版的形式与广大读者见面。
　　此次修订，一方面对本书第一版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增加了部分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另一
方面增加了纳米配位化学一章（第6章），介绍了配位化合物纳米材料和以配合物为前体的纳米材料
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本书第一版使用以及本次修订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很多同行、读者以及本课题组研究生们的有
益建议、支持和帮助，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修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在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作者虽尽力修订本书，但由于学术水平所限，书中疏漏之处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孙为银　　2010年9月于南京　　第一版前言　　应主编陈洪渊院士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邀请编写
了这本《配位化学》一书。
根据《21世纪化学丛书》的编写原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既考虑了配位化学基础知识的介绍（第1章和
第2章），又注意反映配位化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第3章和第4章）和发展趋势（第5章）。
另外，在介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课题组研究工作的同时，也注意介绍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们在相关领
域所做的工作以及已经取得的成果。
但是，由于现在的配位化学涉及面非常广、内容非常丰富，尚有许多内容如溶液配位化学、理论配位
化学以及国内外很多课题组的出色工作没有包括在本书之中，作者对此深表歉意。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的鼓励和帮助。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陈慧兰教授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另外，我的研究生们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樊健、黄瑾、朱惠芳、张正华、孔令艳、吴刚、王小锋等在文
献搜集、部分蛋白结构图的制作、初稿的校阅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在此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由于时间有限，更主要的是作者学术水平所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同行和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孙为银　　2004年2月初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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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介绍了配位化学的形成与发展，配合物中的化学键理论，配合物合成、结构和反应性能，与生命
过程相关的配位化学，配位化合物与新材料、分子组装与器件以及纳米配位化学等多方面的内容。
第二版对第一版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增加了部分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还增加了纳米配位化学一
章(第6章)，介绍了配位化合物纳米材料和以配合物为前体的纳米材料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同时介绍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以及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在相关领域所做的工作和
研究成果。
由浅入深，既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化学、化工、环境、生物、生命、材料、医药卫生等相关学科的大专院校师生，科研
院所的研究和技术人员，科技和政府的管理人员及各阶层的化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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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配位化学简介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不断
涌现，另一方面传统的经典学科在不断发展并完善自身的同时，也与其他的相关学科交叉并产生新的
生长点。
作为无机化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的配位化学(coordinationchemistry)也不例外，现在的配位化学无
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与以前无机化学中介绍的配位化学相比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与化
学中的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学科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而且与材料科学、
生命科学以及医药等学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本章将简单地介绍配位化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配位场理论等基础知识，配位化学与其他学科的交
叉及其新发展、新动向等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几章中介绍。
　　1．1　配位化学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配合物是出现在18世纪的普鲁士
蓝(Prussian blue，又称Berlin blue)，它是一种无机颜料，其化学组成为Fe4[-Fe(CN)6]3·nH20。
但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将l893年A．Werner(维尔纳，l866．12．12～1919．11．15)发表第一篇有
关配位学说(配位化学理论)的论文作为配位化学的开始，这样算来配位化学至今已经走过了ll0多年的
历程。
从表l．1可以看出尽管配位化学理论出现在Ar—rhenius的电解质理论、电离学说之后，但是配位化学
理论的提出不仅比电子的发现要早，而且比现在人们熟悉的化学键理论(19世纪)也要早好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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