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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化学》由物质结构、化学原理、元素化学和知识扩展4部分共12章组成。

　　物质结构篇(1、2章)包括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系；化学键与物质结构。

　　化学原理篇(3～6章)包括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化学反应的方向、速率和限度；溶液(稀溶液的
依数性，酸碱理论，弱电解质溶液，缓冲溶液，难溶电解质溶液和配合物溶液)以及氧化还原反应。

　　元素化学篇(7～10章)包括元素概述；s区和p区元素选述，d区和ds区元素选述，f区元素选述。

　　知识扩展篇(11、12章)包括化学热点知识介绍（纳米技术简介，绿色化学，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
坏，等离子体和离子液体，因特网与化学信息检索）；化学基础知识的延伸与应用（配位场理论简介
，晶体的缺陷，酸碱溶剂、正负和软硬理论简介，水体污染及其处理，电解及其应用和金属的腐蚀与
防护，物质的化学组成）。

　　《无机化学》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工、应化、制药、环境、材料和轻化等与化学关系密切的各类专
业少课时的无机化学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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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物质结构篇
第1章 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系
1.1 氢原子结构
1.1.1 氢原子光谱和玻尔原子模型
1.1.2 微观粒子运动的特殊性
1.1.3 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
1.2 多电子原子结构
1.2.1 多电子原子的能级
1.2.2 原子核外电子的排布
1.2.3 元素周期表
1.3 元素性质的周期性
1.3.1 原子半径
1.3.2 电离能和电子亲和能
1.3.3 电负性
1.3.4 元素的氧化数
1.3.5 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
思考题
习题
第2章 化学键与物质结构
2.1 离子键与离子晶体
2.1.1 离子键理论
2.1.2 离子晶体
2.1.3 离子极化及其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2.2 共价键与共价晶体
2.2.1 价键理论——电子配对理论(vb法)
2.2.2 杂化轨道理论
2.2.3 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
2.2.4 分子轨道理论552.2.5 共价晶体
2.3 配位键和配位化合物
2.3.1 配位键
2.3.2 配合物的基本概念
2.3.3 配合物的化学键理论
2.3.4 配合物的应用
2.4 金属键与金属晶体
2.4.1 金属键的改性共价键理论
2.4.2 金属键的能带理论
2.4.3 金属晶体的紧密堆积结构
2.5 分子间作用力、氢键和分子晶体
2.5.1 分子的极性
2.5.2 分子间作用力
2.5.3 氢键
2.5.4 分子晶体
2.6 混合型晶体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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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无机化学目录化学原理篇
第3章 化学反应中的能量变化
3.1 基本概念和术语
3.1.1 系统、环境和过程
3.1.2 系统的状态和状态函数
3.1.3 广度性质和强度性质
3.1.4 热和功
3.1.5 标准状态
3.1.6 化学计量数和反应进度
3.2 热力学能和热力学第一定律
3.3 化学反应的反应热
3.3.1 恒容反应热
3.3.2 恒压反应热
3.3.3 δh与δu和q?p与q?v的关系
3.4 化学反应热的理论计算
3.4.1 热化学方程式
3.4.2 应用盖斯定律计算化学反应热
3.4.3 应用标准摩尔生成焓计算标准摩尔反应焓变
思考题
习题
第4章 化学反应的方向、速率和限度
4.1 化学反应进行的方向
4.1.1 化学反应的自发过程及其特点
4.1.2 影响化学反应方向的因素
4.1.3 吉布斯函数变的计算
4.2 化学反应速率
4.2.1 化学反应速率的表示方法
4.2.2 化学反应速率理论和活化能
4.2.3 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外界因素
4.3 化学反应进行的限度
4.3.1 化学平衡的特征和平衡常数的表示方法
4.3.2 多重平衡原理
4.3.3 平衡常数与标准吉布斯函数变的关系
4.3.4 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
思考题
习题
第5章 溶液
5.1 稀溶液的依数性
5.1.1 溶液的蒸汽压下降
5.1.2 溶液的沸点升高和凝固点降低
5.1.3 溶液的渗透压
5.2 酸碱理论
5.2.1 酸碱理论的演变过程
5.2.2 酸碱质子理论
5.2.3 酸碱电子理论
5.3 弱电解质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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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水的解离平衡和溶液的酸碱性
5.3.2 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和溶液ph值的计算
5.3.3 解离度和解离常数的关系
5.3.4 同离子效应和盐效应
5.3.5 酸碱缓冲溶液
5.4 难溶电解质溶液
5.4.1 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和溶解度
5.4.2 沉淀生成的计算与应用
5.4.3 沉淀的溶解和转化151 5.5 配合物溶液
5.5.1 配位解离平衡与稳定常数
5.5.2 配位解离平衡的移动
思考题
习题
第6章 氧化还原反应
6.1 原电池
6.2 电极电势
6.2.1 电极电势的产生
6.2.2 电极电势的测定
6.2.3 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
6.3 电极电势的应用
6.3.1 计算原电池的电池电动势
6.3.2 比较氧化剂和还原剂的相对强弱
6.3.3 判断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
6.3.4 确定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限度
6.4 元素电势图和电势-ph图
6.4.1 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6.4.2 电势-ph图
思考题
习题
元素化学篇
第7章 元素概述
7.1 元素的发现和分类
7.2 元素在自然界中的分布和存在形态
7.3 单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7.3.1 单质的物理性质
7.3.2 单质的化学性质
7.4 单质的制取方法
思考题
习题
第8章 s区和p区元素选述
8.1 s区元素选述
8.1.1 氢
8.1.2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元素的化合物
8.1.3 锂、铍的特殊性与对角线规则
8.2 p区元素选述
8.2.1 p区非金属元素的单质
8.2.2 p区非金属元素的重要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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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p区非金属元素的含氧酸及其盐
8.2.4 稀有气体元素
8.2.5 p区金属元素的单质
8.2.6 p区金属元素化合物的酸碱性
8.2.7 p区金属元素的重要化合物
思考题
习题
第9章 d区和ds区元素选述
9.1 d区元素的通性
9.1.1 d区元素原子结构的特征
9.1.2 d区元素的性质
9.2 钛和钛的重要化合物
9.2.1 钛的性质和用途
9.2.2 钛的重要化合物
9.3 铬、钼、钨及其重要的化合物
9.3.1 铬、钼、钨的性质和用途
9.3.2 铬、钼、钨的重要化合物
9.4 锰和锰的重要化合物
9.4.1 锰的性质和用途
9.4.2 锰的重要化合物
9.5 铁系元素及其重要的化合物
9.5.1 铁系单质的性质和用途
9.5.2 铁系元素的重要化合物
9.6 铂系元素
9.6.1 铂系单质的性质
9.6.2 铂和钯的重要化合物
9.7 ds区元素选述
9.7.1 铜(i)和铜(ii)的互相转化
9.7.2 汞(i)和汞(ii)的相互转化
9.7.3 ds区元素与s区元素的对比
思考题
习题
第10章 f区元素选述
10.1 镧系元素
10.1.1 镧系元素的通性
10.1.2 镧系元素的重要化合物
10.1.3 稀土元素的分离
10.2 锕系元素
10.2.1 锕系元素的通性
10.2.2 锕系元素的重要化合物
10.3 核化学简介
思考题
习题
知识扩展篇
第11章 化学热点知识简介
11.1 纳米技术简介
11.1.1 纳米技术的由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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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纳米技术的学科领域
11.1.3 纳米技术的产品领域
11.1.4 纳米材料的特性
11.2 绿色化学
11.2.1 绿色化学的产生及其背景
11.2.2 绿色化学的概念
11.2.3 绿色化学的应用原则
11.2.4 绿色化学的发展前景
11.2.5 低碳生活
11.3 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
11.3.1 温室效应
11.3.2 臭氧层破坏
11.4 等离子体和离子液体
11.5 因特网与化学信息检索
第12章 化学基础知识的延伸与应用
12.1 配位场理论简介
12.2 晶体的缺陷
12.2.1 晶体缺陷的几种类型
12.2.2 晶体缺陷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12.3 酸碱溶剂、正负和软硬理论简介
12.3.1 酸碱溶剂理论
12.3.2 酸碱正负理论
12.3.3 软硬酸碱理论
12.4 水体污染及其处理
12.5 电解及其应用和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12.5.1 电解及其应用
12.5.2 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12.5.3 化学电源实例
12.6 人体中的化学元素
12.6.1 元素在人体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12.6.2 人体中的常量元素
12.6.3 人体中必需的微量元素
12.6.4 人体中的有害元素
12.6.5 结论
12.7 物质的化学组成
12.7.1 配合物的类型
12.7.2 团簇
12.7.3 金属有机化合物
12.7.4 高分子化合物
12.7.5 自由基和生物大分子
附录
附录a 常用国际单位制
附录b 一些基本的物理化学常数
附录c 标准热力学数据（298.15?k, 100?kpa)
附录d 常用弱酸和弱碱的解离常数
附录e 常见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
附录f 某些配位个体的稳定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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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常用标准电极电势（298.15?k)
附录h 化学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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