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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子光化学》

内容概要

本书英文版由国际著名光化学家N.J.Turro、V.Ramamurthy和J.C.Scaiano撰写并于2009年出版。该书完整
地介绍了有机光化学的基础知识，包括光物理和有机光化学反应，内容丰富，论述条理清晰。它不仅
为初学者介绍了现代分子光化学的基础，也为专家学者提供了详尽的参考资料，是从事光化学领域教
学与研究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籍。
.
早在1987年，中国科学出版社曾组织翻译出版过Turro教授所著的《现代分子光化学》一书（英文
版1978年出版）。虽然30年前出版的这本译著积极推动了我国光化学研究的发展，但由于当时有关电
子转移理论以及超分子化学理论处于成长与发展阶段，相关理论都未成为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Turro、Ramamurthy和Scaiano教授撰写了该图书，增加了30多年来光化学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弥补
了之前的缺憾。同时，该书在结构编排上也做了较大的变动，许多理论用图形给出了清晰的描述，有
助于读者理解相关内容。
.
本书为该系列的第一部分， 原理篇。详细介绍了分子的基态和激发态的电子构型、电子自旋和振动能
级，讨论了光和物质的相互作用，深入论述了激发态失活过程，包括辐射跃迁（荧光和磷光）、非辐
射跃迁（内转换和系间窜越）以及能量传递和电子转移过程，内容深入浅出，层次分明，使读者，特
别是对现代量子力学不够熟悉的化学工作者能够清晰了解现代分子光化学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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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妨好好借鉴一下1987年的翻译版本。好好的内容真是做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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