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师范院校化学类专业本科（四年） 

无机化学教学大纲 

 

（＊为选讲教材或阅读教材） 
 

（一）课程的性质和体系结构 
无机化学是所有化学类专业的第一门基础课程，它既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同时也是学习

后继课程不可缺少的知识和基础。它的教学内容十分丰富、广泛，包括了无机化学原理和元

素化学两部分内容。化学原理主要是理论部分，包含化学热力学初步和化学平衡理论，化学

反应动力学初步，物质结构，电化学初步以及电解质水溶液的四大平衡等内容；元素化学部

分是研究除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之外的所有元素及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反应性，

应用等内容。 
（二）应用课程的教学任务和目的 

    1．教会学生初步掌握元素周期律及近代物质结构知识、化学热力学、化学平衡以及基
础电化学等基本原理； 

2．培养学生运用上述原理去掌握有关无机化学中元素和化合物的基本知识，并具有对
一般无机化学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计算的能力，利用参考资料的能力； 

3．使学生了解近代化学及发展的特点，反映现代化学的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
这一特征，适当了解无机化学新学科、新物质、新知识等内容； 

4．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树立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注意使学生在科
学思维能力上得到训练和培养； 

5．做好与后继课程和中学化学的衔接问题，为今后学习后继课程和新理论、新实验技
术打下必要的无机化学基础。 
课程的基本内容和教学要求 

绪论（学时数：1） 
1．化学是研究物质化学变化的科学 
2．无机化学的研究对象、发展和前景 

 
一、一些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定律（学时数：2） 
内容： 
1  一些化学的基本概念 
1.1  分子、原子 
1.2  元素、核素、同位素、原子序数 
1.3  相对原子质量和相对分子质量 
2  理想气体定律 
2.1  混合气体分压定律，气体扩散定律 
3  非整比化合物的概念 
 
二、原子结构和元素周期律（学时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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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了解核外电子运动的特殊性，会看波函数和电子云图形；能按核外电子排布原理，

写出若干常见元素的电子构型，并掌握各类元素电子构型特征；了解电离势、电负性等概念

的意义和它们与原子结构的关系。 
内容： 
1 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状态 
1.1  氢原子光谱和破尔理论 
1.2  核外电子运动的特点：电子衍射实验，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及对电子衍射图象的
解释。 
1.3  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 
（1）薛定谔方程及其解，波函数（ψ）的概念。 
（2）几率密度和电子云；几率密度与电子云的关系；电子的表示方法；几率的径向分布；|ψ|

和|ψ|
2
的角度分布图。 

（3）四个量子数：四个量子数的意义及与核外电子运动状态描述的关系。 

2  原子核外电子排布和元素周期表 

2.1  多电子原子的能级，屏蔽效应，钻穿效应，近似能级图。 

2.2  核外电子排布三原则和原子的电子排布。 

2.3  原子的电子层结构与元素周期系：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系的关系。 

3  元素的性质与原子结构的关系 

电离势    电子亲和势    电负性 

 

三、分子结构（学时数：8） 

要求：掌握离子键和共价键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的区别；了解物质的性质与分子结构和健参

数的关系；定性了解同核双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理论。 

内容 

1  化学键参数与分子性质： 

1.1  化学健参数：键能、键长、键角 

1.2  分子性质：分子的极性及偶极矩；分子的磁性及磁矩。 

2  离子键： 

2.1  离子键的形成、本质、特点，影响因素；单键的离子性百分数。 

2.2  离子型化合物生成过程的能量变化及玻恩—哈伯循环。 

3  共价键 

3.1  现代价键理论：理论要点，共价键的形成及本质，共价键的特点，共价键的类型；极

性键和非性键及与分子极性的关系。 

3.2  杂化：杂化轨道理论要点，杂化类型与分子的空间构型关系。 

3.3  分子轨道理论简介：分子轨道的含义及分子轨道理论要点，分子轨道的形成，分子轨

道中能级次序和电子排布，分子轨道的应用举例、键级。 

4  金属键和键形过渡 

4.1  金属键：金属的形成和金属理论简介。 

4.2  键型过渡 

5  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 

5.1  分子间作用力：分子间作用力的产生，种类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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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氢键：氢键的产生和特点及对物质性质的影响。 

 

四、晶体结构（学时数：4） 

要求：掌握晶体的类型与物质性质的关系；掌握原子半径和离子半径的定义及对化合物性质

的影响；初步了解离子极化的概念及应用。 

内容： 

1.晶体的特征和晶格类型 

2.离子半径：离子半径的概念，影响因素 

3．离子晶体： 

3.1  离子晶体的特征：电荷、半径、离子的电子层构型。 

3.2  离子晶体的空间结构类型：种类及配位情况。 

4  原子晶体
*
 

5  分子晶体
* 

6  金属晶体：类型及配位情况 

7  晶体的缺陷
*
 

8  原子半径：原子半径的概念、类型及影响因素 

9  离子极化：离子的极化作用和变型性，离子的极化率；离子极化对化学键型和对物质溶

解性、熔沸点、颜色、导电性等性质的影响。 

 

五、化学热力初步（学时数：7） 

要求：掌握几个重要的状态函数 H、S、G及其变化△H、△S、△G的概念和意义；会运用盖

斯定律进行计算，求出△H
ø
、△G

ø
、△S

ø
的值；初步学会用△G及△G

ø
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

了解△G
ø
与 K

ø
的关系，理解化学反应等温式的含义，会用其求△G 及 K；根据吉布斯—亥姆

霍兹公式理解△G与△H及△S的关系。 

内容： 

1  引言 

1.1  几个基本概念：体系、环境、状态和状态函数、过程和途径、广度性质和强度性质。 

2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化学 

2.1  热力学第一定律：内能、功和热，表达式 

2.2  焓：（1）几种化学反应的热效应 

        （2）焓和焓变，焓变与反应热关系，内能变化与反应热关系。 

2.3  热化学：热化学方程式，盖斯定律，化学反应热的求算及由标准生成热求算反应热。 

3  化学反应自发性的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 

3.1  反应的自发性影响因素，混乱度与自发性关系。 

3.2  熵的初步概念，混乱度与熵的关系，熵变的计算 

3.3  化学反应自发性的判据：吉布斯自由能，自由能变化的计算，反应自发性的判据。 

4  热力学平衡常数及化学反应等温式。 

5  吉布斯—亥姆霍兹公式。 

6  温度对化学平衡的影响。 

 

六、化学平衡（学时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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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了解化学平衡的概念，理解平衡常数的意义；掌握有关化学平衡的计算；熟悉有关化

学平衡移动原理。 

内容： 

1  化学平衡 

1.1  化学平衡定律和平衡常数 

化学平衡及平衡定律、平衡常数，实验平衡常数，平衡常数表达方式的书写：Ke和 Kp。 

平衡常数的物理意义 

1.2  多重平衡规则 

2  化学平衡的移动 

浓度对平衡的影响；压力对平衡的影响；温度对平衡的影响；催化剂不影响平衡；勒夏

特里原理。 

 

七、化学反应速度（学时数：3） 

要求：了解化学反应速度及基元反应、复杂反应、反应数物、反应分子数等概念；掌握浓度、

速度、压力、催化剂对反应速度的影响；了解阿累尼乌斯公式的应用和计算及活化能概念和

对应速度的影响。 

内容 

1  化学反应速度： 

化学反应速度的表示方法：平均速度，瞬时速度。 

2  浓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 

2.1  速度方程——质量作用定律及其表达式，速度常数及意义 

2.2  反应级数及其实验测定，反应分子数。 

2.3  反应机理：简单反应，复杂反应，基元反应，非基元反应的概念 

3  温度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 

3.1  阿累尼乌斯公式 

3.2  活化能概念及碰撞理论。 

4  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度的影响 

 

八、水溶液中电离平衡（学时数：10） 

要求：了解酸碱理论的发展概况。能应用化学平衡原理，分析水、一元和多元弱酸碱的电离

平衡及机理。掌握同离子效应，盐效应等影响电离平衡移动的因素。熟练掌握各种体系中有

关离子浓度及 PH值的计算。初步了解强电解质理论，了解离子氛、活度、离子强度等概念。

了解缓冲的组成、性质。缓冲作用原理及缓冲溶液的 PH值计算。掌握各种盐类水解平衡情

况及盐酸的 PH值计算。掌握 Ksp的意义及溶度积规则。掌握沉淀生成，溶解或转化的条件，

熟悉有关沉淀，溶解的计算。 

内容 

1  酸碱理论 

  酸碱电离理论  酸碱质子理论  酸碱电子理论 

2  溶液的酸碱性 

2.1  水的电离平衡：水的离子积常数 

2.2  溶液的酸度：溶液酸碱性及 PH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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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拉平效应和区分效应概念 

3  电解质的电离 

3.1  一元弱酸弱碱的电离平衡：电离常数及影响因素；利用电离常数进行有关计算，电离度。 

3.2  多元弱酸的电离：多元弱酸电离的特点：电离平衡及有关计算。 

3.3  强电解质溶液：强电解质电离及表现电离度； 强、弱电解质的区别；强电解质溶液理

论简介；活度及活度系数。 

4  同离子效应  缓冲溶液 

4.1  同离子效应及其产生 

4.2  缓冲溶液：缓冲溶液的组成，缓冲原理，PH值的计算；缓冲溶液的性质，配制和缓冲

对的选择。 

5  盐类水解 

5.1  盐类的水解反应及水解常数 

5.2  盐溶液的 PH值的计算 

5.3  几种盐类的水解及特点：多元弱酸盐，多元弱碱盐，酸式盐，弱酸弱碱盐等。 

5.4  影响盐水解的因素以及水解平衡的移动。 

6  沉淀溶解平衡 

6.1  沉淀溶解平衡：溶度积常数，溶度积与溶解度的相互换解，溶解积规则。 

6.2  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以及影响因素——沉淀的生成和溶解：同离子效应；盐效应；酸

度对沉淀溶解的影响；氧化还原对沉淀和溶解的影响；配合物的生成对沉淀溶解的影响。 

6.3  沉淀的转化及分步沉淀 

 

九、氢  希有气体（学时数：2） 

要求：掌握氢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一般了解希有气体的发展史，单质的性质、用途及分离；

了解希有气体化合物的性质和结构特点；掌握 VSEPR理论的内容及应用。 

内容： 

1  氢： 

氢的存在和物理性质；氢的化学性质和氢化物。
*
 

2  希有气体 

2.1  希有气体的发展简史
*
 

2.2  希有气体的性质，用途，分离
*
 

2.3  希有气体化合物：种类、结构、性质。 

2.4  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VSEPR）简介 

 

十、氧化还原反应（学时数：8） 

要求：理解标准电极电势的意义，能运用标准电极电势来判断氧化剂、还原剂的强弱、氧化

还原反应的方向和计算平衡常极，会用奈斯特方程式来讨论离子浓度变化时电极电势的改变

和对氧化还原反应的影响；能熟练地运用元素电势图。 

内容： 

1  氧化还原的基本概念 

1.1  氧化数  氧化还原的基本概念
*
 

1.2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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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氧化还原反应和电极电势 

2.1  氧化还原反应和原电池 

2.2  电极电势差的产生和影响因素 

2.3  标准电极电势：标准电极电势的确定，标准电极电势表及其应用。 

3  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 

3.1  影响电极电势的因素：浓度、介质酸度等 

3.2  奈斯特方程 

奈斯特方程的应用及 PH电势图 

3.3  元素电势图及其应用 

4  化学电源和电解
*
 

4.1  化字电源，种类，特点 

4.2  电解：电解的原理 

 

十一、卤素（学时数：6） 

要求：熟悉卤素单质及其重要化合物的基本化学性质、结构、制备和用途，掌握共性，了解

个性；熟悉卤素单质和次卤酸及其盐发生歧化反应的条件及递变的规律。 

内容： 

1  卤素的通性和氟的特殊性 

2  卤素单质：卤素单质的物理性质，化字性质、制备。 

3  卤化氢和氢卤酸的制备和性质。 

4  卤化物、卤素互化物和多卤化物的性质、构型。 

5  卤素的含氧化合物： 

5.1  卤素氧化物性质 

5.2  卤素含氧酸及其盐 

6  拟卤素
*
；与卤素性质的对比、种类。 

 

十二、氧族元素（学时数：6） 

要求：熟悉氧化物的分类，臭氧、过氧化氢的结构、性质和用途；了解离域Л键的概念；

熟悉 SO2，SO3，亚硫酸、硫酸和它们相应的盐，硫代硫酸盐，过二硫酸及盐等的结构、性质、

制备和用途。 

内容： 

1  氧族元素的通性及元素电势图 

2  氧和臭氧 

2.1  氧：成键特征，单质氧的性质 

2.2  氧化物的性质及递变 

2.3  臭氧：结构、性质、存在 

3  过氧化氢：结构和制备；性质和用途 

4  硫及其化合物 

4.1  硫的单质：同素异性体与性质、结构 

4.2  化合物：硫化物和多硫化物，硫的氧化物，含氧酸及其盐的结构、性质，六氟化硫、

卤磺酸、二氯化二硫的结构、性质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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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离域Л键的概念和形成 

5  硒和碲的氢化物，氧化物及含氧酸：结构、性质及性质递变 

 

十三、氮族元素（学时数：8） 

要求：了解氮在本族中的特殊性；氮、磷以及它们的氢化物、氧化物，含氧酸及盐的结构、

性质、制备和用途；了解本族各元素及化合物的主要氧化态间的转化关系，从 P到 Bi氧化

态氧化还原性的变化规律；掌握砷、锑、铋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递变规律。 

内容： 

1  氮族元素的通性及元素电势图 

2  氮和氮的化合物 

2.1  单质氮：存在结构，性质 

2.2  氮的氢化物：氨的结构、性质；铵盐
*
；氨的衍生物 

氮的含氧化合物：氮的氧化物及其结构和性质；氮的含氧酸及盐的结构和性质 

3  磷及其化合物 

3.1  单质：种类、结构、性质 

3.2  磷的氢化物，卤化物，硫化物：结构、性质 

3.3  磷的含氧化合物：氧化物的结构和性质；含氧酸盐的种类、结构和性质及应用 

4  砷、锑、铋 

4.1  单质的性质 

4.2  砷、锑、铋氢化物和卤化物的性质及递变 

4.3  砷、锑、铋的氧化物及其水合物（含氧酸）的性质及递变 

4.4  砷、锑、铋的硫化物和硫代酸盐的性质 

5  惰性电子对效应 

 

十四、碳硅硼（学时数：4） 

要求：掌握 C、Si、B单质、氢化物、卤化物、含氧化合物的制备与性质；通过硼及其化合

物的结构和性质，了解硼的缺电子特征；了解硅酸和硅酸盐的结构与特征，认识 C、Si、B

之间的相似和差异。 

内容： 

1  碳硅硼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元素的基本性质，成键特征。 

2  碳及其化合物 

2.1  单质：同素异性体，结构、性质 

2.2  碳的化合物：氧化物，碳酸及其盐的性质，结构，硫化物，卤化物的性质。 

3  硅 

3.1  单质硅的结构、性质、用途和制备 

3.2  硅的化合物：硅烷的性质
*
；卤化物及氟硅酸盐的性质；硅的含氧化合物（二氧化硅，

硅酸及盐）的结构，性质和用途。 

4  硼及其化合物 

4.1  单质硼的结构，性质和用途及制备 

4.2  硼烷的性质，乙硼烷的分子结构 

4.3  硼氢配合物，卤化物及氟硼酸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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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硼酸及硼酸盐的制备、结构、性质和用途 

5  碳化物、硅化物、硼化物 

   种类、性质和特点，用途 

 

十五、非金属元素小结
*
 

内容： 

1  非金属单质的结构和性质 

2  分子型氢化物的热稳定性，还原性，水溶液酸碱性的递变 

3  含氧酸 

3.1  各族元素最高氧化态的氢氧化物酸碱性及递变 

3.2  含氧酸及其酸根的结构 

3.3  含氧酸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递变 

4  非金属含氧酸盐的某些性质 

4.1  离子化合物的溶解性及其影响因素 

4.2  无机化合物的水解性及影响因素和水解产物类型 

4.3  无机化合物的热稳定性规律及热分解的类型 

4.4  含氧酸及其盐类的氧化还原性及影响因素 

5  P区元素在周期性变化上的某些特殊性 

 

十六、金属通论
*
 

内容： 

1  概述：金属的分类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等 

2  金属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3  金属的提炼 

3.1  金属提炼的方法 

3.2  金属还原过程的势力学——艾林汉图 

3.3  金属精炼的方法 

4  合金：种类及应用 

 

十七、碱金属  碱土金属（学时数：2） 

要求：掌握碱金属、碱土金属单质，氧化物、氢氧化物、氢化物，重要盐类的制备、结构、

性质（溶解度、碱性、热稳定性等）、用途及性质变化规律。 

内容： 

1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通性 

2  碱金属碱土金属的单质的存在和制备，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3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化合物 

3.1  氧化物的种类，生成及性质 

3.2  氢氧化物的溶解度，碱性的变化规律，性质及应用 

3.3  氢化物的性质和应用 

3.4  盐类：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盐类的共性和一些特征，几种重要盐类的性质及应用 

3.5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配位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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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角线规则
*
 

 

十八、铝族  锗分族（学时数：2） 

要求：掌握铝、锡、铅单质及其重要化合物的性质和用途；掌握锗分族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

变化规律。 

内容 

1  铝族、锗分族元素的自然存在和基本性质
*
 

2  铝族元素 

2.1  概述：单质铝的制备和性质；镓分族简述
*
 

2.2  氧化铝和氢氧化铝的性质及应用 

2.3  铝的卤化物和硫酸盐结构、性质 

2.4  铝盐和铝酸盐的区别和应用 

2.5  铍与铝的相似性
*
 

3  锗分族 

3.1  锗、锡、铅的冶炼，性质和用途 

3.2  锗分族的氧化物氢氧化物的种类和性质 

3.3  锗分族的卤化物，硫化物的各种性质及铅的一些含氧酸盐性状 

 

十九、配位化合物（学时数：8） 

要求：掌握配合物的基本概念和配位键的本质，掌握配合物的价键理论的主要论点及应用；

掌握配离子稳定常数的意义和应用及有关计算。 

内容： 

1  配合物的概念：定义、组成、命名、分类等 

2  配合物中的化学键理论 

2.1  价键理论：中心原子（离子）的杂化轨道类型与配合物的空间构型关系，内、外轨型

配合物及性质比较；几何异构体 

2.2  晶体场理论
*
：中心离子 d轨道在配体场中以能极分裂，分裂能，晶体场稳定化能，应

用举例 

3  配合物在溶液中的离解平衡 

3.1  配离子的稳定常数及影响稳定常数大小的因素 

3.2  稳定常数的应用及与 K 稳有关 的计算：计算溶液中有关离子的浓度，判断难溶化合物

的生成或溶解的可能性，配合物的生成对电极电势的影响，判断配合反应的方向等 

4  配合物形成时的性质变化：配合物的形成对电极电势，酸碱性，颜色，溶解度等性质的

影响 

5  配合物的重要性及生命元素介绍
*
 

 

二十、铜族和锌族元素（学时数：4） 

要求：掌握 Cu、Ag、Zn、Hg单质、氧化物、氢氧化物及其重要盐类的性质和用途，制备等；

掌握 Cu(Ⅰ)、Cu(Ⅱ)、Hg(Ⅱ)、Hg(Ⅱ)之间的相互转化。 

内容： 

1  铜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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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铜族元素的通性和元素电势图 

1.2  铜族元素的原子结构特征，单质的性质，应用，冶炼 

1.3  铜族元素的主要化合物的性质；Cu(+Ⅰ)与 Cu（+Ⅱ）价铜的互变；铜族元素离子配合

物的生成。 

1.4  铜族元素与碱金属元素性质的对比
*
 

2  锌族元素 

2.1  锌元素的通性和元素电势图 

2.2  锌元素的原子结构特征，单质的性质，应用 

2.3  锌族元素主要化合物的性质：锌族元素离子配合物的生成，Hg
2+
2Hg

2+
离子的互变 

2.4  锌族元素与碱土金属的对比* 

 

二十一、过渡元素（一）（学时数：6） 

要求：掌握过渡元素的价电子构型的特点及其与元素通性的关系；掌握 Ti、V、Gr、Mo、W、

Mn的单质及化合物的性质及用途。 

内容： 

1  过渡元素的通性
*
：电子构型，氧化态，原子和离子半径、单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简

介、氧化物酸碱性，水合离子的颜色，配位性质等。 

2  钛分族 

2.1  概述
*
：存在，单质的性质和用途，制备、元素电势图 

2.2  钛的化合物：氧化物、卤化物、盐类 

3  钒分族 

3.1  概述
*
：存在，单质的性质和用途，元素电势图 

3.2  钒的化合物：氧化物、钒酸盐及多钒酸盐 

4  铬分族 

4.1  概述：存在，单质的性质和用途，元素电势图 

4.2  铬的化合物：（1）铬（Ⅲ）化合物：氧化物，氢氧化物的性质；铬（Ⅲ）盐和亚铬酸

的性质；铬（Ⅲ）的配合物。（2）铬（Ⅵ）的化合物：存在形式及相互转化，氧化还原性，

过氧化物。（3）铬（Ⅲ）与铬（Ⅵ）相互转化 

4.3  钼和钨的化合物：氧化物及其水合物和盐，硫化物 

4.4  同多酸和杂多酸及其盐 

4.5  钼和钨的原子族化合物介绍
*
 

5  锰分族 

5.1  概述：单质的基本性质和用途，元素电势图，自由能—氧化态图介绍及锰的自由能一

氧此态图
*
。 

5.2  锰的化合物：锰的几种主要氧化态对应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含氧酸及盐的性质，制

备，用途 

 

二十二、过渡元素（二）（学时数：4） 

要求：掌握 Fe、Co、N；单质及其重要化合物的性质、结构、制备和用途；一般了解铂系元

素单质的性质及重要化合物和用途。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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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系元素通性 

1.1  铁系元素单质性质、用途、元素电势图，性质递变 

1.2  电势—PH图简介及 Fe-H2O体系的电势-PH图
*
 

2  铁系元素的重要化合物 

2.1  铁钴镍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的性质 

2.2  铁钴镍的重要盐类及性质：氧化还原性及递变 

2.3  铁钴镍的配合物，18电子规则 

3  铂系元素简介 

3.1  铂系元素通性：单质的性质、应用及元素电势图 

3.2  铂系金属的化合物：氧化物、卤化物、配合物的生成及性质 

 

二十三、镧系元素和锕系元素（学时数：2） 

要求：掌握 Ln系和 An系元素的电子构型与性质关系；掌握 Ln系收缩的实质及其对 Ln系化

合物性质的影响；一般了解它们的重要化合物的性质 

内容： 

1  镧系元素 

1.1  通性：电子层结构，氧化态，镧系收缩及影响，标准电极电势，存在 

1.2  单质的性质和制备及用途 

1.3  镧系元素的重要化合物：M（+Ⅲ）氢氧化物和某些盐类的溶解性及递变，酸碱性递变；

M（+Ⅳ）和 M（+Ⅱ）的氧化还原性；配合物的形成 

2  锕系元素
*
 

2.1  锕系元素的通性：价电子构型，氧化态，离子半径，离子颜色 

2.2  钍和铀及其化合物 

 

二十四、核化学
*
 

要求：掌握核反应与化学反应的区别及天然放射系的有关概念和知识；了解人工核反应的有

关概念和应用；了解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 

内容： 

1  核反应的类型 

2  天然放射性：放射性衰变类型，核的稳定性规律，核衰变规律（半衰期等） 

3  人工核反应和原子核能的释放；人工核反应，核结合能，核裂变，核聚变 

4  同位素的反应 

（四）课程的教学安排： 

课程总计学时数：讲授 108学时，习题课、辅导课及课外活动另酌情而定，每章节后应

布置相应课后习题。 

 

                           安徽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 

二ΟΟ四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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