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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50年代，无机化学进入了复兴阶段，量子力学的应用将无机化学的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合成方法的改进、测试手段的升级使无机化学的实验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基础无机化学的知识远远满足不了大学本科生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了解现代无机化学的新知识。
本书的编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应用量子力学和物理化学的理论处理无机化学的问题，使学生对
无机化学原理的认识提高到新的层次。
文中避免使用繁琐的数学推导，而用深入浅出的方法予以说明；第二，注重介绍无机化学的基本概念
、无机化学基本原理，如：电离能、电子亲合能、电负性、元素周期系理论、酸碱理论及产生的背景
，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着重介绍现
代无机化学的新领域、新进展、新思路，如无机固体化学、金属原子簇化学、生物无机化学，使学生
对现代无机化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知识面有所拓宽；第四，书中很多内容与中学
教学密切结合，深化了中学教材，可作为中学化学教师备课和进行教学研究的参考。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重视了理论深浅的把握，并配有一定的例题、习题和参考文献，以便于自学。
本书由李铭岫和李炳焕主编，孟民权和王峰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李铭岫（绪言、第5章）、李炳焕（第3章、第6章和第7章）、孟民权（第4章）、
王峰（第1章）和贾密英（第2章）。
李铭岫负责全书的整理、修改和定稿。
书中的重要物理化学数据，根据Handbook of Chemistry and Physics.83rd Ed.CRC PRESS，2002－2003进
行修订。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无机化学课程的教材，也可用作专升本的函授教材，还
可用于中学教师及化学工作者进修的教材和参考书。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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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应用理子力学和物理化学的理信纸深入介绍无机化学 的基本概念，探讨无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巩
固的提高无机化学知识水平，并介绍现代无机化学的新领域、新进展、新思路如无机固体化学，金属
原子簇化学、生物无机化学等，文中避免使用繁琐的数学推导，而用深入浅出的方法予以说明。
    本书适合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学完基础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有机化这后继续学习无机
化学课程之用，也可用作专升本的函授教材，还可用于中学教师及化学工作者进修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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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的应用  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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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结构无机化学结构无机化学是在化学键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无机化合物中原子、分子、晶体的结
构和运动规律以及物质的结构和性能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近代无机化学研究取得许多成就，如陆续制备出一些新型无机化合物、不断发现和阐明新的结构、新
的键型和原理，随着无机化学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结构无机化学的内容也不断丰富。
2.1 无机单质的结构元素可分三种类型，周期表的左部是金属元素，右部是非金属元素，准金属元素则
位于一条由硼到砹的狭带之中（所谓的准金属元素是性质介于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之间的元素，它
们大多是半导体）。
由这些元素构成的单质性质上的差异较大.如第二周期的元素构成的单质，在常温常压下，锂和铍是金
属固体，硼和碳的某些晶体是硬的非金属固体，而氮、氧、氟以双原子气态的形式存在。
要了解这些基本物质极为不同的性质，必须研究它们的电子结构及晶体结构。
2.1.1 金属单质的结构在已知的100多种元素中，金属元素占80％以上。
常温常压下，除汞呈液态外，其余皆呈固态。
金属都有金属光泽，有良好的传热、导电性，以及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
金属的这些共性，表明它们具有某些相似的内部结构。
1. 金属键大多数金属具有较大的硬度和较高的熔点，说明金属原子之间具有较强的结合力。
显然金属原子之间不可能形成离子键，因为同种元素的原子，其电负性相同。
X射线衍射表明，在金属晶体中，一个金属原子要同时和8个或12个金属原子直接结合。
因此对于金属晶体中金属原子间的键合，显然不能用共价键和离子键理论来解释。
目前关于金属键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为自由电子理论，另一种为能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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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化学选论》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化学选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