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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无机化学》是针对工科化工类专业学生进一步学习无机化学的教材。
全书共分7章，包括：无机反应机理、无机化合物的制备、原子簇化合物、金属有机化合物、重过渡
元素、内过渡元素及生物无机化学。
《高等无机化学》注重应用，对工科专业所涉及的无机化学理论知识进行了扩展和深化，同时介绍无
机合成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全书在各章节中添加了相关技术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前沿和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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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茹主编的《高等无机化学》针对工科学生的特点，回避抽象的理论问题，对工科专业所涉及的理论
知识在《无机化学教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和深化，同时介绍无机合成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全书在各章中添加了相关技术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使内容更加丰富、新颖。
这样的编排不仅有利于工科学生获得与其专业相适应的无机化学理论知识和技术前沿，同时能够帮助
学生掌握无机化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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