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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二版的出版距离第一版的发行时间已近十年，在此期间，电化学前沿又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科学
领域，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现代电化学所涉及和影响的领域离传统电化学关注的焦点已越来越远，所以，这就要求当代的电化学
家们必须将他们的专业知识范围及时扩展到这些新的领域，例如，二三十年前，除了某些光学技术，
光谱学与电化学基本没有什么交叉，如今光谱学却在电化学领域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内
容也占据了本书很大的篇幅。
在电化学基础理论领域，利用量子力学从头算的方法，我们已经可以计算出电极表面附近分子的基元
过程并提供这些分子有关行为的直接信息，在不久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还只能以较粗糙的近似法
来建立相关模型。
扫描隧道显微镜的发明使我们有能力研究表面上的原子和分子的结构，以及界面结构是如何随电势和
电解质溶液而变化的。
另外，它也为我们研究诸如腐蚀这类与电极表面晶体结构上的非均性密切相关的电化学过程提供了新
的信息。
一些为其他目的开发的新型材料也让我们开发了很多电化学新技术，例如低温固体燃料电池，反过来
，电化学家开发的新材料，如电活性聚合物，也将对其他很多学科领域及技术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
我们在本版改编过程中尝试将这些新的热点内容增加进来。
同时，为了避免新增内容影响本书整体的简洁性，我们对前一版在内容上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删除了
一些过时的材料，并保证其不会对阅读和理解本版内容造成困难。
与前一版相比，本版前几章的主要更新在于引进了基于量子力学从头算的理论方法的一些新思想。
这是一个崭新及重要的领域，且已取得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成果。
第四和第五章在保持物理化学核心思想的同时，增加了许多能够反映当代技术、方法的新内容，并新
增了一节生物电化学，突出了与长程电荷传递相关的电化学行为特性。
第六章有关机理方面的内容经过了重写，例如，对甲醇和C0的电氧化机理方面的解释基本体现了该领
域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另外，我们还增加了电化学聚合反应和电化学振荡等内容。
第七章新增了当代电池中常用的固体电解质膜的最新研究进展，还简要介绍了室温熔融盐研究领域的
一些重要成果。
第八、九、十章更新了前一版中介绍的各种电化学技术，融入了这些技术的新进展。
我们非常关注生物电化学领域的成果对未来各种传感器研制方面的深远影响，同时，我们也坚信电化
学科学必将对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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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Wiley?VCH公司出版的经典教科书《电化学》第二版。
为了将现代电化学的概貌和前沿呈现给读者,作者对原著第一版进行了全面和彻底的更新。
本书介绍了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在不同科研领域中的延伸和拓展，例如半导体、生物电化学、电
催化、新溶剂和新材料、新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电化学振荡体系等。
贯穿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突出电化学在当代工业中的最新应用，例如燃料电池、锂电池、超级电容器和
实用型电催化剂等。
     本书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电化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电化学技术以及现代的光学、谱学、
质谱和扫描探测技术。
因此，本书可以作为化学、化工、材料学和物理学专业学生和科研工作者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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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5章 电极／电解液界面的研究方法研究电极反应过程的方法很多，本章将讨论其中最重要的
几种。
利用这些方法得到的数据，将提供有关反应速率、反应机理、可能中间产物的种类及相关吸附过程等
方面的信息。
对任何电极反应，通过分析在稳态或准稳态下获得的伏安曲线，我们即可大致地了解相关过程。
然而，要精确地测量电极动力学过程，则不仅需要仔细地控制传质过程，还必须校正在通电时在工作
电极和参比电极末端间产生的欧姆电压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利用电化学方法研究吸附过程，能得到的有关电极膜或吸附的反应中间物
的化学特性等信息往往十分有限。
利用近年来发展的一系列新型光学技术（谱学技术，将在本章中介绍），大大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然而，即使是对这些新型谱学技术，如果仅使用其中的任何一种，也同样很难得到非常明确的信息。
这一点在研究复杂反应时尤为突出，因此，联合使用电化学和光谱技术十分重要。
5.1 稳态伏安曲线的测量从原理上讲，可以使用4.3 节中讨论的那种带有可变电阻R的装置来控制电流。
通过改变电阻R的值，测量工作电极上的电流和电势就能得到伏安曲线。
但当电流密度较低时，该方法费时费力，并且误差较大，所以在现代电化学研究中基本都采用恒电位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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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化学(原著第2版)》是由德国电化学家Vielstich教授在电化学及相关领域四十多年的教育和科研工
作基础上编写而成，被誉为今电化学学科的最新著作和经典著作，也是电化学及其相关领域（包括能
源、材料和生命等领域）科研工作者极佳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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