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及分析化学习题课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机及分析化学习题课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811375053

10位ISBN编号：7811375052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苏州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琴玉，周为群　主编

页数：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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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机及分析化学习题课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其授课对象是大一新生，课程的特点是内容多、课时少。
为了方便读者学习，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我们编写了与之配套的《无机及分析化学习题课教程》
。
《无机及分析化学习题课教程》的章节顺序与教材本书一致，每章的内容包括“目的要求”、“本章
要点”、“例题解析”、“习题解答”、“自测试卷”和“自测试卷答案”等六个部分。
“目的要求”明确了应该掌握和了解的内容；“本章要点”概括了每章的重要内容；“例题解析”可
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难懂和容易混淆的概念；“习题解答”主要针对教材各章后的习题进行解析，供
学生学习和复习时参考；“自测试卷”是根据每章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编写的；“自测试卷答案”
可帮助学生了解自己对每章内容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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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8．金属晶体　　金属晶体晶格结点上的粒子是金属原子或金属离子，粒子之问靠金属键连接。
金属单质为金属晶体。
　　49．分子晶体　　分子晶体晶格结点上的粒子是分子，分子之间相互的作用力是分子间力。
典型的分子晶体有水（H2O）和干冰（CO2）等。
分子晶体的熔、沸点高低取决于其分子问力和氢键。
因为分子间力较弱，所以分子晶体的熔、沸点都比较低。
　　50．离子极化*　　离子可被视为正、负电荷中心重合（或不重合）于球心的球体，在电场作用下
，正、负电荷中心被分离（或继续分离），离子在相邻相反电荷的电场的作用下会被诱导产生诱导偶
极，此过程称为离子的极化。
　　51．极化力*　　离子使其他离子（或分子）极化（变形）的能力叫做离子的极化力。
离子的电荷越高、半径越小，离子的极化力就越大。
同时离子的极化力还与离子的外层电子构型有关。
　　52．变形性（极化率）*　　即在其他离子极化力的作用下被极化的程度。
离子的负电荷越高、半径越小，离子的变形性越大。
同时离子的变形性还与离子的外层电子构型有关。
　　随离子极化力的增强，将导致键能升高、晶格能增加，键长缩短，配位数降低。
离子的极化力和变形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会使晶体的类型发生变化。
例如，钠、镁、铝、硅的氯化物从离子晶体递变成分子晶体；而钠、镁、铝、硅的氧化物从离子晶体
递变成原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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