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彩化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精彩化学>>

13位ISBN编号：9787550205024

10位ISBN编号：755020502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宁正新

页数：198

字数：2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彩化学>>

内容概要

　　《精彩化学》以优美的文字、丰富的内容和准确的图片，以简洁的语句和清晰的段落讲述着化学
界的神秘莫测。
本书分为化学故事、化学探秘、化学百科三个部分。
化学故事主要讲述化学元素以及化学理论的首次发现，25个故事缤纷多彩，每个故事都是一个独立完
整的发展史；化学探秘为您展示了25个化学世界的难解之谜，等着您的继续探索；化学百科为您介绍
了大量关于化学的小知识，让您在不知不觉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本书既注重拓宽广大中学生的知识视野，又兼顾提高中学生开拓和观察认识世界的兴趣与能力，全书
选材精确，配有相关知识链接，生动活泼的文字更增加了丛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是广大中学生朋友难得的优秀课外辅导读物。
也是中学教师和家长在辅导中学生学习课堂知识之外，为全面提升中学生综合素质，打好人生基础，
摄取各方面知识提供又一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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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素周期表　　化学界的宝图　　大家一定很熟悉剧场和电影院的座次表吧，那是一张按剧场座
位画出来的表。
如果你拿到一张电影票，只要看看那张表，不用走进电影院就能知道自己坐在哪儿，因为那张表上把
每个号码的位置都画出来了。
化学元素周期表就是化学元素的“坐次表”，每个元素该坐在哪一行，哪一列，表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
在许多化学和物理学教科书里，某些手册里，或常用的小字典里都印着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的发现，是近代化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对于促进化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看到这张表，人们便会想到它的最早发明者——门捷列夫。
在1869年2月19日，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
他的周期律说明：简单物体的性质，以及元素化合物的形式和性质，都和元素原子量的大小有周期性
的依赖关系。
门捷列夫在排列元素表的过程中，又大胆指出一些公认的原子量不准确。
如那时金的原子量公认为169．2，按此在元素表中，金应排在锇、铱、铂的前面，而门捷列夫坚定地
认为金应排列在这三种元素的后面，原子量都应重新测定。
重测的结果，锇为190．23、铱为193．22、铂为195．08，而金是197．97。
实践证实了门捷列夫的论断，也证明了周期律的正确性。
在门捷列夫编制的周期表中，还留有许多空格，这些空格应由尚未发现的元素来填满。
门捷列夫从理论上计算出这些尚未发现的元素的重．要性质，断定它们介于邻近元素的性质之间。
例如，在锌与砷之间的两个空格中，他预言这两个未知元素的性质分别为类铝和类硅。
就在他预言后的4年，法国化学家布阿勃朗用光谱分析法，从锌矿中发现了镓。
实验证明，镓的性质非常象铝，也就是门捷列夫预言的类铝。
镓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充分说明元素周期律是自然界的一条客观规律；为以后新元素的探索
，新物质、新材料的寻找，提供了一条可遵循的规律。
　　门捷列夫根据元素周期表中未知元素的周围元素和化合物的性质，经过综合推测，成功地预言出
未知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目前，人们已经发现的元素有118种。
把这118种化学元素按照它们的原子核所带的电荷的多少，依次排列起来，这些元素以及由它们所组成
的单质和化合物的性质，就表现出有规则的变化。
并且，经过一定的间隔，就重复出现这种有规则的变化。
例如从第3号元素锂到第10号元素氖，这8个元素的单质，由典型的金属锂，经过金属性较弱的铍，过
渡到非金属硼和碳，再经过非金属性越来越强的氮和氧，到典型的非金属氟，然后经过惰性气体氖便
又出现了典型金属钠。
从第11号元素钠到第18号元素氩，又重复出现了上面的这种有规则的变化，依次出现典型的金属、金
属性较弱的元素、非金属、非金属性较强的元素、典型的非金属，最后出现另一个惰性气体氩。
类似这种周而复始的变化，共达7次之多。
这种类似性质的元素之间的间隔，便叫做周期。
因此，人们把这种元素以及由它们所组成的单质和化合物的性质，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大而周期地改变
的规律，叫做元素周期律。
根据元素周期律，人们把118种元素按周期和族类列表排出来，这种表就叫元素周期表。
　　由于元素周期表是根据元素周期律排列出来的，因而曾经混乱的、互相间好像毫无联系的各种元
素，在周期表里都整整齐齐地排好了队。
而每一个横排也就是同一个周期里的元素的性质，从左到右呈现出有规则的变化；每一竖行也就是同
一族里的元素，都具有相似的性质，并且这种性质依照从上到下的次序也呈现出逐步增强或者减弱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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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都用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来表示这些规律。
什么是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呢？
一种物质如果像金、银那样闪闪发亮，人们就说它有金属光泽。
金属光泽就是一种金属性，通常所说的金属性还有传热性、导电性等，不过这类性质都不牵涉到物质
成分的改变，所以它们都属于物质的物理性质。
物质的金属性更重要的表现还在于它们的化学性质，一个典型的金属能和氧、非金属、酸等物质发生
化学反应。
一般衡量一个元素的金属性是强还是弱，要看它的最高价氧化物和水发生反应所生成的化合物碱性是
强还是弱。
一个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如果呈碱性，那么，这个元素就呈现金属性。
碱性越强，元素的金属性也越强。
一个元素氧化物的水化物酸性越强，就说明它的非金属性越强。
例如硫元素，它的最高价氧化物的水化物是硫酸。
硫酸是著名的三大强酸之一，因此，硫是一个具有较强的非金属性的元素。
在元素周期表里，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表现出明显的有规则的变化。
　　在同一周期里，元素的金属性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而减弱，元素的非金属性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
而增强。
在同一周期中，随着原子序数的增加，元素的金属性从左到右递减，非金属性从左到右递增；在同一
族中，元素的金属性从上到下递增，非金属性从上到下递减；同一周期中，元素的最高正氧化数从左
到右递增，最低负氧化数从左到有逐渐增高；同一族的元素性质相近，但这些规律不适用于稀有气体
。
此外还有一些对元素金属性、非金属性的判断依据。
元素单质的还原性越强，金属性就越强；单质氧化性越强，非金属性就越强。
元素的最高价氢氧化物的碱性越强，元素金属性就越强；最高价氢氧化物的酸性越强，元素非金属性
就越强。
元素的气态氢化物越稳定，非金属性越强。
还有一些根据元素周期律得出的结论：元素的金属性越强，其第一电离能就越小；非金属性越强，其
第一电子亲和能就越大。
门捷列夫在创制周期表时，没有完全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而是严格遵守了“同族元素性质相近”
这一规律。
在周期表中留下的空位后来都被填上。
时至今日，人们还在用元素周期律来推测已发现和未发现的放射性元素的性质。
　　人们在元素周期律的指导下，利用元素之间的一些规律性知识来分类学习物质的性质，使化学学
习和研究变得有规律可循。
门捷列夫发现的元素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真可谓是化学界的宝图，为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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