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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2年被高等教育出版社确定为百门精品
教材建设项目的精品项目。
《无机化学(第5版)》第四版是教育部面向2I世纪课程教材，本版教材在保持第四版特点和风格的基础
上，适当调整了教材的结构，重新改写和更新了部分内容，努力反映学科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全书共十八章，分成三篇，即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基础和元素化学。
每章内容分为基础内容、选学内容和扩展内容（化学视野）三个层次，既有利于实施教学基本要求，
又有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化工类及有关专业的无机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科研、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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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化学反应熵变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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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Gibbs函数[变]判据
　　　4.5.2 标准摩尔生成Gibbs函数
　　　4.5.3 Gibbs函数与化学平衡
　　　4.5.4 van’t Hoff方程
　　　化学视野氧-血红蛋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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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物质结构基础
　第八章 原子结构
　第九章 分子结构
　第十章 固体结构
　第十一章 配合物结构
第三篇 元素化学
　第十二章 S区元素
　第十三章 P区元素（一）
　第十四章 P区元素（二）
　第十五章 P区元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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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核燃料应有足量的可裂变的同位素（通常使用23592U或者23994Pu）用以维持
链反应。
许多反应堆使用U3O8，在这一氧化物中235U必经过富集，浓度可达3％。
在天然矿物中，238U含量最高，而235U含量较低，大约每140个铀原子中仅有1个235U原子。
为了获得较高浓度的235U同位素，须将天然矿石加以处理以使之富集。
通常采用的方法是使矿石中铀的不同同位素经化学反应生成铀的六氟化物，如23592UF6和22892UF6，
并使这些易气化的化合物在较低压力下经过多孔隔膜，由于各同位素化合物的扩散速率不同可使其得
到分离。
富集后的铀氟化物经化学反应转变为U3O8而用作核反应堆燃料。
 （2）减速剂 由核反应所产生的中子运动速度过快不适用于引起核裂变，这些快速运动的中子必须在
被核燃料吸收发生核反应之前将运动速度放慢。
通常的方法是使用减速剂，即中子与减速剂的原子核发生碰撞使速度放慢，选择减速剂的条件是不吸
收中子也不与中子发生核反应，可以是重水、石墨、二氧化碳或者轻水（即纯度很高的普通水），并
以此定义该核反应堆为重水堆、石墨堆或轻水堆等。
 （3）冷却剂 冷却剂用来将核裂变所释放出的能量转移到反应堆外的锅炉或涡轮机中，并将动能转变
为电能。
冷却剂可以是气体，也可以是液体，通过传送泵在核反应堆和锅炉之间循环传送。
有时，冷却剂也兼做减速剂。
 （4）控制系统为使核裂变链反应以一个安全的速率进行，核反应堆需采用有效的控制系统。
这一控制系统是通过调节慢中子的数量来实现的，用金属镉或硼—10等元素制成控制棒，用于吸收中
子以调节慢中子的数量，如硼—10，通过105B（n，a）73Li反应吸收中子，如果将全部控制棒插入燃
料棒之间，则链反应将完全停止。
 （5）防护系统核反应堆中的核反应生成中子和其他粒子，而且放出大量热，同时产生很高压力。
因此，对于核反应堆，用于维持高温、高压并防止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防护系统十分重要。
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反应容器，一般为（3～20）cm厚可吸收核反应中产生的大量放射线的钢制容器
；（1～3）m厚的高密度混凝土外壳；以及用于吸收7射线和X射线由轻材料制成的操作人员防护罩。
 与其他能源如化石能源、水力、风力、太阳能、地热、潮汐等相比，核能有其无法取代的优点，主要
表现在： （1）核能是地球上储量最丰富的能源，又是高度浓集的能源。
一吨金属铀裂变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70万吨标准煤。
按照地球上化石原料的储量和耗能情况估算，地球上煤的储量仅可够用200多年。
石油则只够用几十年。
人类已经面临如何选择后继能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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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无机化学(第5版)》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化工类及有关专业的
无机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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