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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保留经典结构化学内容的基础上，减少了部分繁琐的数学运算过程，增加了对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的解释及阐述。
全书共七章，主要包括：量子力学基础，原子的结构和性质，原子光谱，双原子分子的结构和性质，
分子的对称性，分子点群，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和性质，晶体的点阵结构和性质，晶体的x射线衍射分
析，分子光谱等内容。
为方便读者自学，每章后均编排了习题，书后附有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高等理工和师范院校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冶金化学、环境
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等专业本科生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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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量子力学基础　　1.1 量子论的产生及微观物理现象的特征　　1.1.1 量子论的产生　　19世
纪末期，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已经相当完善。
在力学方面有牛顿（New—ton）的力学体系；在电、磁、光学方面有麦克斯韦（Maxwell）方程组；
在热现象方面有热力学及玻耳兹曼（Boltzmann）和吉布斯（Gibbs）等人建立的统计物理学。
这些理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典物理学体系，可以解释各种常见的物理现象。
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用上述经典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实验现象，其中最著名的三
个现象是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和原子光谱。
　　1.黑体辐射　　所谓黑体就是指能吸收全部外来电磁波的物体，一般的黑色物体近似于黑体。
加热黑体时它又能发射出各种波长的电磁波，称为黑体辐射。
经典电磁理论假定黑体辐射是由黑体中带电粒子振动发出的，但通过经典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理论计算
得到的黑体辐射能量随波长的变化规律同实验得到的曲线相矛盾，见图1—1。
1900年，普朗克（Planck）提出了能量量子化的概念，假设黑体中的带电粒子以频率v做简谐振动，能
量E只能取采取一个最小能量hv的整数倍，即E＝nhv，n=0，1，2，⋯。
其中，h＝6.626×10-34J·s－1，称为普朗克常量。
用这一观点可以很好的解释黑体辐射现象，这个假设称为能量量子化假设。
　　2.光电效应　　一定条件下，光照射到金属表面时，金属中的电子会吸收光子的能量并有可能克
服金属晶格的束缚而逸出金属表面成为光电子，光电子在电场作用下从阴极飞向阳极产生光电流，检
流计显示有电流通过，这种现象称为光电效应，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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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留了经典结构化学的主要内容，减少了部分繁琐的数学运算过程，增加了对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的解释及阐述。
可使学生深刻理解结构化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结构化学研究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灵活运用结构化
学知识能力，培养从事化学科学研究的素质。
可作为高等理工和师范院校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冶金化学、环境化学、生
物化学、药物化学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
　　结构化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科学，包含许多重要的概念、原理和规律。
通过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我们能够将物质结构和性能联系起来并指导化学实践。
 本书保留了经典结构化学的主要内容，包括量子力学基础、原子的结构和性质、原子光谱、双原子分
子的结构和性质、分子光谱、分子的对称性、晶体的结构和性质、晶体的X射线衍射分析等，减少了
部分繁琐的数学运算过程，增加了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解释及阐述，目的在于使学生深刻理解结
构化学的基本知识，掌握结构化学研究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灵活运用结构化学知识的能力，培养
从事化学科学研究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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