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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叶，无机化学度过一段低潮期后发展迅猛，大有“复兴”之势。
新的分子、化合物大量涌现，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的不断出现，推动着无机化学理论和实际应用
的飞速进展。
21世纪无机化学发展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无机化学和化学中其他学科的交叉，如金属有机化学、原子
簇化学、超分子化学、无机固体化学、生物无机化学等，在宏观上大大扩展了无机化学的研究领域。
二是在方法上更加重视现代物理实验技术和方法，在微观上对无机化合物、超分子纳米材料等的研究
更为深入；无机化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渗入、遍及科学和技术的众多领域。
为此，研究生教材必须跟上学科发展，在保证掌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应体现学科最新发展的理论、
技术和方法。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无机化学教学团队，在建设无机化学与实验国家级精品课程的同时，组织了教
学经验丰富、科研颇有成就的编写队伍，又投入建设高等无机化学校精品课程。
根据研究生生源特点，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和体会，在教材体系的设计内容的选择以及反映学科渗透
交叉的趋势等方面，试图供给研究生最新信息，体现当代科技特点，使研究生可以站在更高层面上，
更大范围地了解化学在全球性科技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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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化学化工类专业高等无机化学课程而编写的。
全书共分为8章，包含元素起源、周期系的发展与核化学，分子的对称性和群论，无机化合物的制备
、分离与表征，配位化学，有机金属化学，原子簇化学，无机固体化学和生物无机化学章节内容。
本书内容简明，注意与基础无机化学的衔接，注意反映多学科领域的交叉与渗透成果。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无机化学专业硕上研究生和化学、化工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
供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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