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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高职高专学校工科类化工相关专业编写的无机化学教材。
本书初版于2001年9月，至今已使用了7年之久。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高职高专的教学对教材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版已不能适应现代高职高专的
教学要求，因此进行了修订。
这次修订改动较大的地方包括：（1）把原电解质溶液与电离平衡一章改为酸碱平衡及沉淀和溶解平
衡两章，并以酸碱质子理论为主来讨论酸碱平衡及其有关应用。
（2）对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和配位化合物等几章内容进行了全面改写，使之更精炼、通
俗。
（3）氧化还原反应一章，增加了电解和金属的腐蚀与防腐等内容，并充实了化学电源的内容。
（4）对元素化学部分进行了压缩，同时也增加了一些实用方面的内容。
（5）加强了化学反应原理与元素化学的联系。
修订后的教材将能满足高职高专工科类各有关专业的教学要求。
全书编写力争做到循序渐进、由浅人深，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阐述，把知
识传授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相结合，力求使本书符合高职高专教育要求。
本书由李跃中主审，主编为靳学远（淮南联合大学），副主编为郭红彦、刘红（淮南联合大学），吴
奇（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及陆敏（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参加编写的还有淮南联合大学的任晓燕、秦霞、马允、王亚男及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杨少斌。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了已出版的相关教材，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图表，主要参考书列于
书后，在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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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适用于高职高专学生使用的通用教材，内容包括物质的聚集状态；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电解质溶液与电离平衡；氧化还原反应与原电池；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配位化合物以及
元素各论等。
    本书可供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化工、轻工、纺织、冶金等专业使用。
也可供从事化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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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7．1．2电子的波、粒二象性光既具有波动性，又具有粒子性。
一般认为，光在传播过程中主要表现出波动性，在与实物相互作用过程中主要表现出粒子性。
基于这一实验事实，1924年德布罗意（LouisdeBroglie）提出了大胆假设，认为各种微观粒子都具有波
、粒二象性。
他的假说后来为电子的有关实验所证实。
1927年戴维逊（C．J．Davisson）和革末（L．H．Germer）进行了电子衍射实验（图7—3），即当电
子射线从A处射出，穿过晶体粉末B，投射到屏幕C上时，如光的衍射一样，出现明暗相间的衍射环纹
，证实了电子具有波动性；电子的粒子性亦通过下面实验得以证实：在阴极射线管内的两极之间装一
个可旋转的小飞轮，当阴极射线（电子流）打在飞轮叶片上，小轮即可转动，说明电子是有质量，有
动量的粒子。
这表明电子运动时确有波动性。
从实验所得的电子衍射图计算得到的电子所对应的波长与预期的波长完全一致。
后来还发现，质子、中子、口粒子、原子和分子等粒子流也都有衍射现象，可见这些粒子运动时也都
具有波动性。
日常生活中的宏观物体，由于其质量较大，运动速度较小，所以无法观察到波动性。
对于电子这种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微观粒子，其运动状态完全不同于宏观物体的运动状态。
例如，各种宏观物体的运动，如飞机、火箭等，它在任何瞬间，人们都可以依据经典力学理论，准确
地同时测定出它的位置和动量，进而精确地预测出它的运动轨道。
然而，由于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人们在任何瞬间都不可能准确地同时测定电子的位置和动量，它
没有确定的运动轨道，经典力学理论无法描述电子的运动状态。
因此，人们在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时，必须完全摆脱经典力学理论束缚，代之以量子力学理论。
量子力学认为，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没有确定的轨道，只有一定的空间几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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