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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大学教育如何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
需求，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项神圣使命。
为适应创新人才的培养而进行的改革和探索近年来层出不穷，新出版的关于创新教育的著作争奇斗艳
。
现在读到沈玉华、谢安建两位教授的书稿，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部《百合千分胜造化——化学发现与创造思维》不是从理论方面来研究思维过程，而是从化学发现
或发明过程出发，探讨这一过程给人的启示。
这便是本书独特的视角，而这本身不也正是一种创新思维吗？
　　虽然我是一位人文科学工作者，依然可以大体读懂这本书，并被它所吸引，这大概是由于本书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知识性。
本书囊括了化学发展史上的近60个重要的发明或发现，虽然都只是一些“点”，但还是可以隐约从中
，见到化学发展的“线”。
在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化学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可以认识推动化学科学发展的伟大人物，还可以学习到
丰富的化学知识。
　　二、趣味性。
本书告诉你化学的发现并不是一部索然无味的创造史，这其中虽然充满艰辛，却也不乏趣事。
如：波义耳因为一束花而发明了指示剂；凯库勒在梦里发现苯环的结构；维勒宣布人工合成尿素后，
瑞典著名的化学家贝采尼乌斯说：“能不能在实验室造出一个孩子来”；格氏试剂发明人格林尼亚原
本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二流子”，却因遭一个姑娘的骂而发愤努力，终成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尤
里运用阿斯顿的错误结论发现了“氘”，成为“错误中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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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合千分胜造化：化学发现与创造思维》按时间顺序一共选取了化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的57
个发现或发明。
其中，从20世纪开始，以获诺贝尔化学奖事件为主，回顾事件过程不是《百合千分胜造化：化学发现
与创造思维》的主要目的，而是要通过回顾发现或发明的过程，从中寻求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针对每个发现或发明事件，《百合千分胜造化：化学发现与创造思维》都总结了启示。
《百合千分胜造化：化学发现与创造思维》在遵循发现或发明过程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融入一定的
知识性，还尽量增加事件的趣味性。
发现或发明过程的启示，不仅有成功的启示，也有失败的教训。
《百合千分胜造化：化学发现与创造思维》可作为大中专教材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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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772年9月，拉瓦锡开始对燃烧现象进行研究。
在这以前，波义耳曾对几种金属进行过煅烧实验。
他认为金属在煅烧后的增重是因为存在火微粒，在煅烧中，火微粒穿过器壁而与金属结合，即：金
属+火微粒一金属灰。
　　早在1702年，施塔尔也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他认为金属在煅烧中放出了燃素，即：金属+燃素一金属灰。
施塔尔将有关燃素的观点系统化，并以此来解释当时已知的化学现象。
由于对燃素说的解释较过去更为合理，很快被化学家所接受，成为18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化学理论。
　　拉瓦锡正是在研究了化学史的概况和前辈化学家的工作之后，发现了燃素说与实验事实的矛盾，
并决心解决这一矛盾。
　　拉瓦锡在1772年进行了著名的金刚石加热试验：把金刚石密封在黏土烧制的管子里，在与空气隔
绝下加热，结果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又把它放在用水密封的钟罩内，以大透镜聚焦加热，结果罩内的
空气减少12％，金刚石的重量发生了损耗；而当以澄清的石灰水检验密封用水时，出现了白色沉淀，
说明金刚石燃烧与木炭燃烧一样，产生了相同的“固定空气”。
这个实验首次证明了金刚石与木炭是同素异形体。
　　拉瓦锡接着着手研究磷和硫的燃烧。
磷在空气中会燃烧，冒出白色的浓烟，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化学现象。
拉瓦锡别出心裁地想办法把这些浓烟全部收集起来。
他指出，浓烟是一种极细的白色粉末。
他称量出它比原来的磷重。
拉瓦锡判断，磷与空气化合了。
它们是怎样化合的呢？
于是设计了这样的实验：在密闭的器皿里燃烧磷，并称出有关各物质的重量。
他把装有磷的小盘子放在水面的软木座上，用烧红的金属丝点燃磷，迅速用玻璃把它罩上。
白色浓烟充满了玻璃罩，然后就熄灭了，水在罩内开始上升，过一会儿，水位就停止上升了。
拉瓦锡认为，可能用的磷少了，不能跟罩内的空气全部化合。
于是他用更多的磷做了十几次实验，水位上升的高度都相同。
他想：“磷仅仅与五分之一的空气化合，难道空气是复杂的混合物吗？
”拉瓦锡研究硫的燃烧，发现硫也只能同五分之一的空气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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