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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学按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
理化学等学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化学与其它学科交叉渗透又产生了材料化学、生物化学、环境化学、冶金化学
等交叉学科。
化学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尖端技术的各个领域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类面临的环境、能源问题，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材料，以及生命现象的探索无不与化学有关。
当前，教育、教学改革正在深入进行，原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的内容多与学时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作
为课程改革的探索，我们编写了《无机及分析化学》教材。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一门基础课，是为培养化工、材料、医学（七年制）、生物等专业高素质人才所必
须具备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而开设的必修课。
无机及分析化学作为一门基础课，以研究无机物质的化学反应及应用为主。
化学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化学热力学）、化学反应的速率与机理（化学动力学）是化学学科的理论核
心之一，为此单列一章化学反应原理，引入了化学热力学和化学动力学的基础知识，以加强基础，使
化学反应知识能在中学化学的基础上理论化、系统化、定量化。
四大平衡（酸碱平衡、配位平衡、沉淀平衡和氧化还原平衡）及相应的滴定分析方法是本课程的主要
内容，编写时删减了原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单独设课时大量重复的内容（仪器分析因单独设课不包括
在内），使之相辅相成，以期收到费时少、收效高的教学效果。
物质的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质的关系是化学学科另一个理论核心。
教材从一年级设课及受相应数、理学科知识的制约这一特点出发，编写了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包括
配位化合物的结构）和晶体结构三章，扼要介绍近代原子结构的量子力学模型与化学键理论（价键理
论、杂化轨道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的要点以及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对无机物质材料的结构与性能也作了有选择的介绍，以常见元素为主，选取典型，突出重点与应用。
元素化学的内容，改变以周期系按族逐个元素分述编写的惯例，以无机物分类为纬，结构理论、反应
原理为经，运用元素周期律用归纳的方法来阐述单质和重要化合物（卤化物、氧化物、硫化物、含氧
酸及其盐、配位化合物）的典型性质（酸碱性、溶解性、配位性、氧化还原性），以及在周期系中的
变化规律。
教材最后单列无机物制备和无机物分析两章，以加深理解并提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
教材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标准（GB3102.8 -93）所指定的符号与单位。
并单列一章化学反应计量基础于教材之首，它们是本课程后述各章的前提，也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具
备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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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教育部工科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基本要求，按照少而精的原则，把无机化学与分析化
学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编写而成。
教材内容循序渐进、重点突出，共分13章，包括化学反应计量基础、化学反应一般原理、酸碱反应与
配位反应、酸碱滴定与配位滴定、沉淀反应与沉淀滴定、氧化还原反应与氧化还原滴定，原子结构、
分子结构与晶体结构，元素化学、无机物制备与无机物分析等内容。

　　本书为高等学校化工、材料、环境、生物、临床医学等专业教材，也可供冶金、食品、农、林、
地质等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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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化学反应计量基础
　1.1　化学中的计量
　1.2　测量或计量中的误差
　习题
2　化学反应的一般原理
　2.1　基本概念和术语
　2.2　热化学
　2.3　化学反应的方向
　2.4　化学平衡及其移动
　2.5　化学反应速率
　2.6　化学反应条件的优化
　习题
3　酸碱反应与配位反应
　3.1　酸碱理论概述
　3.2　电解质溶液的解离平衡
　3.3　电解质水溶液pH值的计算
　3.4　缓冲溶液
　3.5　配位平衡及其移动
　习题
4　酸碱滴定与配位滴定分析
　4.1　滴定分析概述
　4.2　一元酸（或碱）的滴定分析
　4.3　配位滴定分析
　习题
5　沉淀反应
　5.1　沉淀溶解平衡
　5.2　溶度积规则及应用
　5.3　沉淀滴定法
　习题
6　氧化还原反应
　6.1　氧化还原反应与原电池
　6.2　电极电势
　6.3　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
　6.4　电极电势的应用
　习题
7　氧化还原滴定
　7.1　氧化还原滴定分析条件
　7.2　氧化还原滴定曲线与滴定终点
　7.3　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及应用
　7.4　氧化还原滴定前的预处理
　习题
8　原子结构
　8.1　原子的组成
　8.2　氢原子结构的近代概念
　8.3　多电子原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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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
9　分子结构共价键
　9.1　共价键的形成
　9.2　共价键的类型
　9.3　共价键参数
　9.4　多原子分子的空间构型
　9.5　配合物的化学键理论
　习题
10　晶体结构
　10.1　晶体的类型
　10.2　共价型物质的晶体
　10.3　离子型晶体
　10.4　多键型晶体
　10.5　晶体的缺陷及其应用
　习题
11　元素化学
　11.1　元素概述
　　⋯⋯
12　无机物制备
13　无机物分析
附录
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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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1.3 热和功热和功是系统发生状态变化时与环境交换能量的两种形式，由系统与环境间的温度
差引起的能量交换称为热，以符号Q表示。
并规定：若系统吸热，Q取正值；放热则Q取负值。
系统与环境之间除热以外的其它能量交换形式统称功，以符号W表示。
并规定：若系统得功，W取正值，对环境做功W取负值。
功有多种形式，可以分成两大类：由于系统体积变化而与环境交换的功称体积功；除此之外的功就称
为非体积功（或有用功）。
热和功都不是状态函数，除了与系统的始态、终态有关以外还与变化的具体途径有关。
2.1.4 热力学能与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能又称内能，它是系统内部能量的总和，用符号u表示，具有
能量单位。
系统的热力学能是由分子的动能，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势能和分子内部的能量三部分组成，不包括系统
整体运动的动能和系统整体处于外力场中具有的势能。
热力学能是系统的状态函数，所以系统状态变化时热力学能变AU仅与始、终状态有关而与过程的具
体途径无关。
系统内部粒子的运动方式及相互作用很复杂，我们无法确定系统某状态下U的绝对值。
但化学热力学计算只需要系统进行某过程时的热力学能变AU，故不影响热力学能概念的实际应用。
热力学第一定律（又称能量守恒定律）是人类长期实践的总结，该定律指出隔离系统∞中能的形式可
以相互转化，但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自行消灭。
例如：热能、光能、电能、机械能和化学能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但总能量是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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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机及分析化学》：高等院校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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