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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化学史》是以丰富翔实史料为依据描绘20世纪化学史的绚丽篇章。
传统化学学科老树发新枝，高分子化学、药物化学已从有机化学独立出来；今日分析化学称之为分析
物理不算过分。
物理化学犹如一匹奔马，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是它的网条腿，加上电化学
和光学，在本书皆专章描述。
生物化学在本世纪崛起，分子生物学成为热门，本书重点评述。
对新兴的环境化学和与增产粮食有关的化肥与农药在本书有适当篇幅，体现了对生存.与发展的关注。
从60年代起，化学又带上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翅膀，本书所描述的是奔向2l世纪的新化学的历史
。
学科日益交叉是本世纪的特点，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新物理学促使化学面貌一新”。
书末附有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简况表，堪称20世纪化学大事记。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化学史>>

作者简介

　　郭保章，安徽阜南人。
1926年生。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历任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通报》、《化学教育》编委、近现代化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
主要著作存《世界化学吏》（1992年）、《化学史简明教程》（1985年，合着）、《中国化学教育史
话》（1993年，合著）、《中国现代化学史略》（1995年）、参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卷）
（1989年），校订《化学文献的使用》（1987年）。
发表有关自然科学史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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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新物理学促使化学面貌一新一、早期量子论的诞生二、原子结构模型的演进（1890-1925
）三、波粒二象性四、原子结构的量子力学描述五、化学键的电子理论第二章 放射化学和核化学一、
放射化学的开端二、 同位素问题三、核蜕变四、人工放射性五、 中子引起人工放射六、核裂变的发
现七、 铀的链式反应和原子能的开发八、超铀元素九、超重核稳定岛及其攻坚战十、 中国放射化学
和核化学十一、放射化学和核化学发展趋势十二、 核反应化学的若干活跃领域第三章 结构化学一、 
晶体结构分析的历史发展二、 晶体结构分析与生物大分子三、元素和化合物的结构化学四、 晶体缺
陷与表面的结构化学五、蛋白质工程进展六、 中国结构化学七、结构化学发展趋势第四章 量子化学
一、量子化学发展的历史二、价键法和分子轨道法三、 氢分子和氦原子的量子化学计算四、分子轨道
对称守恒原理和前线轨道理论五、量子化学计算方法的演进六、量子化学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及发展趋
势七、 中国量子化学第五章 化学热力学一、能斯特和热力学第三定律二、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奠基
人昂萨格和他的倒易关系三、 远平衡态热力学的奠基人普里高津和他的耗散结构理论四、 活性过程
是吐熵过程五、 中国化学热力学六、化学热力学发展趋势第六章 化学动力学与催化一、双分子反应
速率的理论探讨二、链反应的发现和自由基化学的兴起⋯⋯第七章 电化学第八章 光化学第九章 分析
化学第十章 无机化学第十一章 有机化学第十二章 药物化学第十三章 高分子化学及高分子合成工业的
发展第十四章 生物化学1——生命物质组成成分与结构研究第十五章 生物化学2——生物化学过程第十
六章 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和发展第十七章 环境化学的兴起第十八章 化学与粮食附录 1901——1997年诺
贝尔学奖获得者简况表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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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检验这一定律的有效性是不容易的。
能斯特不得不亲自收集大部分必需的数据，他提出的热定理使人们有可能全面地测定比热、转变点和
平衡。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使用了某种程度的不合理方法，因而虽然事实上支持他的理论数据逐
渐积累起来了，但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证明他的理论。
量子理论的应用，对他的理论的最后验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情况很清楚，通过形成能斯特原理和能斯特全面地测定了低温下的比热，他对化学的发展作出了
具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贡献。
因而1921年授予他19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金，以“承认他在热化学方面的成就。
”　　普朗克曾经谈到，一种溶液在绝对零度不可能具有零熵；但是G·N.路易斯（Lewis，1875-1946
）于1927年指出，普朗克对能斯特定理的修改是不够的。
只有纯粹的完美的晶体在绝对零度才具有零熵。
这已由加州伯克利路易斯研究所的吉布森（Gibson）和吉奥克（W.F.Giaugue，1895-）在实验上所证明
，他们发现无定形甘油具有很清楚的零点能量，而结晶甘油不具有。
　　约在1920年前后的数年内，路易斯和他的助手们为了验证第三定律的有效性曾进行了一系列很细
致的研究。
这一工作后来由他的学生吉奥克（朱起鹤的老师）继续，并使其达到了高的精确度。
为了获得很低的温度，路易斯采取绝热去磁的方法。
通过液氮的蒸发，有可能达到绝对零度以上不到一度，而吉奥克的方法能够达到的温度为绝对零度以
上的千分之几。
熵是衡量某一物质分子或原子不规则的尺度。
如果是一顺磁性盐类，例如硫酸钆或硫酸钾铬，用液氮尽可能深度地给予冷却，这时受到强磁场的作
用，盐中的金属原子便趋予以某种样式排列，这便引起熵的减低。
这时热量向周围环境中发散。
然后将这种盐予以绝热去磁，亦即与环境隔绝并切断通往电磁体的电流，则磁化作用引起的原子排列
即行消失，从而引起温度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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