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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机化学作为一门历史最为悠久的化学学科之一，与其他化学分支学科相比，近百年来发展速率相对
不快。
然而，近年由于在纳米科技、尤其是在纳米材料（包括以纳米孔洞等纳米结构为主要特征的无机和无
机一有机杂化材料）制备上取得的突出进展，使得这门古老的学科又焕发了青春活力，并且带动了相
关学科的发展。
通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无机化学学科已经改变了过去的“弱势”地位，为我国化学学科的均
衡发展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据统计，我国研究人员近几年在几个国际最高水平化学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中，与无机化学学科有关
的工作占了将近一半。
与此相适应，我国无机化学学科的研究队伍、特别是研究生的队伍也增长得较快。
因此，根据无机化学学科近年快速发展的态势，编写新的研究生教材，及时地更新与充实研究生的基
础知识，使研究生的培养与教育适应学科的发展，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化学与应用化学丛书”有多本教材，包括《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
机合成》《高等配位化学》等，正顺应了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必将为我国无机化学学科人才的培养
做出积极的贡献。
近年我国无机化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既是由于国际前沿学科发展的推动，也是由于国内该学科的研究
人员注重发挥我国在合成化学上的优势，注重对合成产物结构（包括形态）的表征和研究，注重无机
化学与有机化学等其他化学分支学科的交叉与合作。
然而，无机化学学科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注重合成产物的功能，将无机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能
紧密地关联起来，而且还要注重与生命科学等非化学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令人欣喜的是，这些知识与领域在这套教材中都得到较为充分的阐述。
我相信，这套教材能够使研究生了解当今无机化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科研进展，拓宽和培养研究
生的学术视野和科学素养，从而为我国无机化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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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配位化学》一书共10章，介绍了配合物的功能应用性、配合物制备以及功能配合物的应用
领域；《高等配位化学》对配合物的理论研究、实验研究、配合物的基础性研究以及潜在应用均有所
涉及。
相信《高等配位化学》对刚进入配位化学研究领域或对配位化学研究感兴趣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
能有一点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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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不同的金属之间存在协同作用，可以预计双金属原子簇或多金属原子簇的催化活性和选择
性将大大优于单金属原子簇。
例如，立方体PdMoaS4簇对于醇或羧酸与炔烃的立体选择性加成反应具有良好的催化活性，其催化活
性及立体选择性均优于单核的钯配合物。
因此，钯、铂异核原子簇受到了广泛关注。
目前，人们已合成了PtRu簇、PdOs簇、PdIr簇、PtIr簇、PdW簇、PdMo簇、PtCd簇、PtPd簇、PdNi簇
等。
所得异核钯、铂原子簇化合物结构除了具有与同核相似的结构外，还具有一些同核原子簇所不具备的
结构，如（NzS2）Ni—Pd簇核表现出篮状和风车状的空间结构，PtRu簇表现出可以相互转换的开式和
闭式结构（见图6—25）。
在异核簇中，钯、铂原子和其他金属原子存在直接键合作用，也可以通过其他桥联原子相连。
在PdOs簇中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Pd原子与Os原子直接键合，也可以通过I原子的桥联作用相互连接
（见图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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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配位化学》为化学与应用化学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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