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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推动新一轮教学改革，解决高等学校化学学科基础课教学中的问题，我们编制了一套（共两张光盘
）支持元素化学教学的多媒体教科书软件《化学元素周期系》。
该软件已获教育部1997年全国高校优秀教学软件一等奖，并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正式出版发
行。
由于这套软件目前只向学校发售，供教师教学之用，而学生只能上机学习，还不能人手一份自理学习
，因此教师和学生都希望能有一本配套教材配合光盘使用，这样既能方便教师备课，又便于学生课下
预习和复习。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又为此软件编写了这本配套教材。
这本教材根据教育部高校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一年级无机化学教学大纲编写，涵盖了两张光盘
的全部教学内容：包括112种元素、16个族、7个周期、化学元素周期系、门捷列夫小传等139个专题，
全书约50余万字。
在进入新世纪的知识经济社会之际，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猎
取知识的本领。
我们编制多媒体教科书软件的目的，就是试图提高学生的自学效率，使他们上机自学时，就把大脑与
电脑联结起来，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声、光、动画和生动文字对课题内容的演示，确实能引发学习的积
极性，提高吸收知识的速度。
这本配套教材还可以成为学生上机学习后的课余查索手册。
教师仍然对教学起主导作用。
在讲授无机化学元素化学部分的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典型地讲授元素群的通性，例如碱金属和碱土
金属元素的通性、非金属元素的通性、过渡元素的通性等（参阅尹敬执、申泮文著：《基础无机化学
》下册），着重指导学生总结概括知识的能力，至于重要元素化学各论则留给学生利用软件自学，同
时重视学生的习题作业。
通过师生的密切合作，学生是可以达到生动活泼、高效率学习的。
我们欢迎兄弟院校的师生提供对使用《化学元素周期系》教科书软件及配套教材的经验和意见，共同
为教学改革集思广益，互相切磋提高。
感谢南开大学出版社接受这份配套教材的出版任务，我们希望该出版物能为教无机化学的教师和学无
机化学的学生起到帮助作用。
参加本书文字和图形处理工作的有南开大学化学系96级研究生苟兴龙，94级本科生宋坤、秦红胜、董
鑫，96级本科生周卫华、李垣、赵琢，97级本科生王宗瀛、张怀斌、王雷、吴卫华等同学。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作者1999年3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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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配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同名多媒体教学光盘而出版的，该教学光盘已获教育
部1997年全国高校优秀教学软件一等奖。
    本书共分18章。
第1章是化学元素周期律发现人——门捷列夫的生平小传，第2章详细介绍了化学元素周期系理论的发
现与发展过程、元素化学性质的周期性变化以及对元素周期表未来发展的推测等。
从第3章到第18章，每章为一族元素，逐一阐述周期表中16个族每一族元素的通性，112种元素每一元
素的发现简史，主要元素单质和重要化合物的性质、结构特征、制备方法、生物活性和用途等。
这既是一部无机化学纪实材料的教科书，又是一部无机化学简明资料辞典。
    本书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化学系普通化学和无机化学课程的元素化学教材，亦可供其他各类高校化学
、应用化学、化工专业在相关课程教学中参考。
本书还可作为非化学专业学生学习普通化学知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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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门捷列夫小传第2章  化学元素周期系  §2.1 元素周期表概述  §2.2 元素周期系理论的发展过程  
§2.3 元素周期表与元素性质的周期性    2.3.1 元素周期表与原子电子排布的周期性    2.3.2 元素周期表与
原子性质变化的周期性    2.3.3 元素周期表与元素性质变化的周期性  §2.4 现代各式元素周期表    2.4.1 
短式周期表    2.4.2 塔式周期表    2.4.3 环形或扇形周期表    2.4.4 长式周期表  §2.5 未来的元素周期表  
§2.6 元素周期系的七个周期    2.6.1 第1周期    2.6.2 第2周期    2.6.3 第3周期    2.6.4 第4周期    2.6.5 第5周期 
  2.6.6 第6周期    2.6.7 第7周期第3章  0族元素(稀有气体)  §3.1 O族元素(稀有气体)通性    3.1.1 稀有气体
发现简史    3.1.2 稀有气体的性质和用途  §3.2 氙的化学    3.2.1 氟化氙    3.2.2 三氧化氙与氙酸盐    3.2.3 四
氧化氙与高氙酸盐第4章  I/A族元素  §4.1 氢    4.1.1 氢的发现简史    4.1.2 原子氢    4.1.3 分子氢(单质氢)   
4.1.4 氢化物    4.1.5 氢能源  §4.2 碱金属元素通性  §4.3 锂    4.3.1 锂的发现简史    4.3.2 锂的性质    4.3.3 锂
的化合物  §4.4 钠    4.4.1 钠的发现简史    4.4.2 钠的性质    4.4.3 钠的化合物  §4.5 钾    4.5.1 钾的发现简史 
  4.5.2 钾的性质    4.5.3 钾的化合物  §4.6 铷    4.6.1 铷的发现简史    4.6.2 铷的性质    4.6.3 铷的化合物  
§4.7 铯    4.7.1 铯的发现简史    4.7.2 铯的性质    4.7.3 铯的化合物  §4.8 钫第5章  Ⅱ/A族元素  §5.1 Ⅱ/A
族元素通性  §5.2 铍    5.2.1 铍的发现简史    5.2.2 铍单质    5.2.3 铍的化合物    5.2.4 铍与铝的相似性  §5.3 
镁    5.3.1 镁的发现简史    5.3.2 单质镁    5.3.3 氧化镁    5.3.4 氢氧化镁    5.3.5 镁盐    5.3.6 镁与锂性质的相似
性  §5.4 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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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门捷列夫小传俄罗斯天才的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 1834年2月8日诞生在西伯利亚的托波尔
斯克城的一个中学校长的家里。
他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把他培养成人。
1858年，22岁的门捷列夫从彼得催的中央师范学院毕业，获得硕士学位，被任命为彼得堡大学讲师。
1859年他被派往法国巴黎和德国海德尔催大学化学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并于1860年参加了化学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的卡尔斯鲁厄化学会议。
1865年，彼得罐大学授予他科学博士学位，并聘他为普通化学教授。
在极为重要的自然规律——元素周期律还没有被发现以前，无机化学中许许多多孤立的琐碎事实堆积
在一起，没有一点系统性。
新的事实无法预见，实验的结果也难以确定其是否正确，总之，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
这对于学习、研究以及运用化学知识去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的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869年，门捷列夫在总结前人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成果和他本人大量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发现了元素
之间的内在联系——化学元素周期律。
这一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基础性定律的发现，大大加深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对科学发展起了指
导和推动作用，在历史上成为科学发展的里程碑。
在元素周期律发现以前和以后，化学的历史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元素周期律的发现：“门捷列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
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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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学元素周期系》是多媒体教科书软件配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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