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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以工科化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修订的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基本要求为
依据，对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和整体架构，对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进行了系统的调整、
取舍，有机整合而成。
全书共分十二章，介绍了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分子结构和晶体结构、配位键和配位化合物、化学
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基础、定量分析化学概述、水溶液中的解离平衡、氧化还原反应、化学分析法（
四大滴定分析法和重量分析法）、吸光光度法、无机及分析化学中常用的分离和富集方法等。
本教材各章均附有大量精选练习题，方便教学和自学。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化工、制药、材料、环境、轻工、生物、食品等相关专业的无机及分析化
学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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