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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庆祝中国化学会成立80周年而组织编写的。作为《中国化学五十年》的续篇，本书对20世
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我国化学研究工作与进展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总结，从多角度反映了中国
化学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及其在国际化学界的学术地位和产生的重要影响，并展望了今后的发展动向。
本书由中国化学会前任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作序，现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院士
担任该书编辑委员会主编。全书分无机化学篇、有机化学篇、分析化学篇、物理化学篇、高分子科学
篇、新兴交叉学科篇和化学教育篇共七篇，各篇均由各领域的著名化学家担纲筹划，共有包括49位两
院院士在内的185位著名学者和专家分别执笔，参考文献近7000篇，堪称是一本具有极其丰富内容的化
学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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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u  以化学各领域的重大进展为主线，展望了中国化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堪称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化学
典藏之作。
u  由国内包括49位两院院士在内的185位著名学者和专家执笔，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作序，中国
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院士担任主编。
u  共分无机化学篇、有机化学篇、分析化学篇、物理化学篇、高分子科学篇、新兴交叉学科篇和化学
教育篇七篇，全面反映了中国化学三十年来取得的骄人成就及在国际化学界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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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无机合成和制备化学无机合成是现代无机化学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为创造新物质、开
发新材料、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与学科生长点提供基础。广义的无机合成应该包括制备、组装、杂化与
复配等，它的研究重心是认识与发展无机合成反应的基本规律与理论，完善与开拓无机物与材料的合
成策略、路线、方法与技术、绿色与可持续性地开发新的无机物种。因而在国际上，无机合成化学一
直处于核心地位和发展的前沿。在我国，确切地讲，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作为无机化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学科与研究领域，始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加强，人们才愈来愈认识到，束缚国
内化学与材料科学发展的“瓶颈”之一是现代合成化学，特别是基础更薄弱的无机合成化学必须得到
更快的发展。在国家的重视与关怀下，1987年，在吉林大学成立了以无机合成化学为核心的无机化学
重点学科。1993年，成立了教育部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开放实验室，2001年，成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全国高校与研究院所的无机合成研究与装备，推动了现代无机合成化学在我国的
快速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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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概括总结了我国化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伟大旗帜指引下取得的伟大业绩
，彰显了我国化学科学的高速发展历程，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hellip;&hellip;这是一部
集回顾、总结和展望于一体的化学文献巨著，我高兴地推荐同行们一读。　　&mdash;&mdash;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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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

编辑推荐

《庆祝中国化学会成立80周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1982-2012)》由科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庆祝中国化学会成立80周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1982-2012)》可作为各大专院校、研究单位和广大化
学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庆祝中国化学会成立80周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1982-2012)》以化学各领
域的重大进展为主线，展望了中国化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堪称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化学典藏之作。由
国内包括49位两院院士在内的185位著名学者和专家执笔，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作序，中国化学
会理事长姚建年院士担任主编。共分无机化学篇、有机化学篇、分析化学篇、物理化学篇、高分子科
学篇、新兴交叉学科篇和化学教育篇七篇，全面反映了中国化学三十年来取得的骄人成就及在国际化
学界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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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中国化学》

精彩短评

1、师承脉络一清二楚，还是挺有意义的。
2、估计以后我都闲不住了
3、撰写者皆为中国化学各个方向的领军人物，因而本书为全面了解中国化学近30年来发展的一本好书
。
4、useful handbook
5、“堪称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化学典藏之作”
6、挺好的一本书，帮助我了解了好多中国化学的事情
7、书质量不错，内容也不错。
8、很好。作为化学研究者，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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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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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