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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超分子化学是基于分子组装体和分子间键的化学，被诺贝尔奖获得者J.M.Lehn定义为“超越分子的化
学”。
它一方面引领着当代化学的前沿，另一方面也正在快速发展中逐渐完善自身的科学体系，并与材料科
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等学科交又融合，被认为是21世纪新概念和高新技术的重要源头
之一。
超分子结构化学作为超分子化学的基本内容，侧重于超分子体系的结构基础、理论与概念，涉及各类
分子间作用力的本质和分类，超分子体系的设计、合成策略与稳定因素，以及超分子的结构特征与功
能之间的关系。
超分子与无机化学的结合产生了超分子配位化学，这也被称为配位超分子化学，可以看作是继维尔纳
配位化学理论之后无机化学的又一次复兴。
作为一门新兴的、发展中的科学，超分子化学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交叉融合能力，已形成多
种分支学科并不断涌现新的概念和术语。
这一方面赋予化学家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期盼着更加严谨的、系统的命名和专有
名词体系的建立。
作者课题组多年来致力于超分子结构化学和超分子配位化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深感超分子化学发展
的迅速，也了解大量涌现的超分子相关概念、术语对初学者造成的困难。
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撰写一部这方面的书籍，旨在介绍超分子结构化学和超分子配位化学的基础知
识和前沿进展。
本书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超分子化学领域存在的一些争议和非共识观点尽量做客观的介绍，并结
合作者个人的认识，让读者对超分子化学的发展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本书的前半部分侧重介绍超分子结构化学的基础知识，包括超分子的发展和概念、分子问弱相互作用
，后半部分结合晶体工程、分子工程、网络化学、拓扑结构和穿插、分子器件和分子机器、螺旋结构
、超分子异构等热点专题介绍各领域的结构基础与前沿进展。
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本书无法对超分子化学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进行全面的综述，对一些重要的前
沿领域，如配位超分子磁性、手性、光电性能、催化、多孔结构、动态结构等，也未能作专题详细介
绍。
同时，由于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本书的选材和资料引用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多提宝贵
意见。
所有内容均通过文字与图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描述，力求使本书知识性和新颖性相结合，使我国化学
科研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对超分子结构化学和超分子配位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热点有所了解，
希望这能对从事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有一点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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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超分子化学发展和概念及分子间弱相互作用等超分子结构化学的基础知识，以及晶体
工程、分子工程、网络化学、拓扑结构和穿插、分子器件和分子机器、螺旋结构、超分子异构等相关
领域的结构基础与前沿进展。
本书结合作者课题组和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介绍了配位超分子化学、超分子结构化学和超分
子配位化学的研究热点和最新动态，并提供了若干图表、数据、实例和有关文献资料。
    本书可供涉及配位超分子领域的化学工作者，尤其是合成、材料、晶体工程和超分子化学等研究方
向的研究生和科研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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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结构化学的角度来说，化学是研究原子之间化合和分解的科学，是关于物质相互作用、转化
、模拟的科学，以生命为其最高表现形式。
传统意义上认为分子是保持物质特性的最小微粒，两个或多个原子通过化学键，如共价键、离子键、
金属键三种极限键型，以一定次序和空间排列结合成相对独立而稳定的一个核一电子体系，并通过原
子之间的化合和分解实现物质的转化。
因此，化学的经典定义通常表述为：“化学是一门在原子、分子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
与变化规律的科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生命活动的认识逐渐深入，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分子并不能承载或
实现许多特定、高级或复杂的功能，而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多分子体系来协同完成。
如包含构造生物体所必需的能携带所有遗传信息的DNA分子，实际上是由两条相同的脱氧核糖核酸链
通过氢键形成的双螺旋结构。
而DNA双螺旋的自组装是通过被称为Watson Crick碱基对（腺嘌呤A和胸腺嘧啶T之间或胞核嘧啶C和
鸟嘌呤G之间）所提供的高效、专一的氢键对形成特定、唯一的互补氢键来完成的。
A～T和C-G氢键对的互补识别决定了DNA双螺旋自组装的唯一性，而储存在DNA中的信息被用来编
码指导所有生物体中具有生理功能的蛋白质的合成，如图1.1所示。
另外，生物体系中酶的催化反应、免疫抗原一抗体的缔合、神经转换信号的感应、基因编码的翻译和
转录等，也是依赖底物和受体之间的高度专一的分子识别来进行的。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形成高度专一的识别、反应、传输、转换、易位、调控和自组织等过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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