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位化学》教学大纲 
（*为选讲内容） 

 
学    时：34学时                         学分：2 
理论学时：34                             实验或讨论学时：0  
适用专业：化学教育，应用化学，材料化学 

大纲执笔人：翟慕衡                        大纲审定人：魏先文 

 
一、说明 

1．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配位化学是无机化学的最重要的分支领域之一，它一方面在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自身，

同时也与其他的相关学科联系，渗透、交融得非常密切，近年来发展迅速，其深度、广度在

不断变化，它不仅与化学中的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学科相互关联、

渗透，而且与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以及医药等其他学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新的配合物，

新的配合物内容和知识，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同时配合物的一些原理和知识也是大学本科生

应掌握的内容。本课程主要介绍配位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以及现代配位化学的新知识、

新物质、新领域、新成果、新进展及趋势。 

2．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熟悉配位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研究任务；能用基本理论和知识处理一般的配

位化学问题； 

（2）了解配位化学的新领域、新成果、新物质、新内容、新知识、新进展及发展趋势； 

（3）了解配位化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融合的特点； 

（4）通过学习使学生对配位化学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覆盖面，掌握事实与理论，

普及与提高，基础与实用，以及了解个别与综合，独立与联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5）与拓宽和加深知识的层面和深度，提高综合知识的运用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使

学生在科学思维能力上得到更高、更好的训练和培养。 

3．课程教学改革： 

课程既要反映配位化学前沿研究的成果和进展，及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特点，又

要着重介绍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体现出系统性和覆盖面，事实与理论，普及与提高、基础

与实用、个别与综合、独立与联系，现在和未来的兼顾并重。 

 

二、课程的基本内容和教学要求： 

1．引言（学时数：1） 

教学内容：介绍配位化学的重要性，应用价值，及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关系。 

2．配合物的基础知识（学时数：4）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配位化学的发展历史；了解配合物的组成、定义及配体类型；

掌握配合物的分类及特点；掌握配合物的结构和异构现象；掌握配合物的命名法则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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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2.1 配位化学发展史 

2.2 配合物的组成、定义 

2.3 配位原子和配体的类型 

2.4 配合物的结构和异构现象 

2.5 配合物的分类 

2.6 配合物的命名 

3．配合物的化学键理论（学时数：8） 

重点、难点及要求：掌握价键理论对配合物成键和空间构型及配合物性质的解释：掌

握晶体场理论在解释配合物性质方面的应用；了解配位场理论处理配合物成键结构的方法；

了解分子轨道处理配合物成键的方法*。 

教学内容： 

3.1 配合物化学键理论的发展概况 

3.2 价键理论 

3.3 晶体场理论和配位场理论 

3.4 分子轨道理论* 

4．配合物在溶液中的稳定性（学时数：6） 

重点、难点及要求：掌握配合物各种稳定常数的表示方法和影响配合物稳定性的因素；

了解测定配合物稳定常数的方法*；掌握水溶液中配位平衡的情况及配位平衡与其他平衡的

相互影响。 

    教学内容： 

4.1 配合物稳定常数的表示及测定方法； 

4.2 影响配合物稳定性的因素； 

4.3 水溶液中配位平衡的概况； 

4.4 配合物的氧化还原稳定性； 

4.5 配位平衡与其他平衡的相互影响； 

5．螯合物（学时数：2）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常见的多齿配体及其结构特点；了解大环多元醚的类型、名

称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大环配合物的性质和应用；了解一般螯合物的性质及应用。 

教学内容： 

5.1 常见的多齿配体及其结构特点 

5.2 大环多元醚及大环配合物 

5.3 螯合物的性质及应用 

6．配合物的电子光谱和磁学性质*（学时数：4） 

重点、难及要求：了解配合物的电子光谱类型，产生原因和条件，会对各个电子光谱

进行分析和应用；了解过渡金属配合物的磁性，影响磁性因素及磁性在配合物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6.1 配合物的电子光谱，电子吸收光谱，配体光谱，配位场光谱，电荷迁移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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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过渡金属配合物的磁性：过渡金属配合物的磁性，影响磁性的因素，磁化率和磁矩，磁

性在配合物中的应用。 

7．配合物的反应动力学（学时数：5） 

重点、难点及要求：通过学习了解配离子的活性及影响活性的因素；了解配合物取代

反应时的反位效应及应用；了解配合物的取代反应机理以及机理与活性的关系；了解配合物

氧化还原反应的机理。 

教学内容： 

7.1 配合物的取代反应：配合物的活性及影响因素，反位效应，配合物的取代反应机理；反

应机理与活性。 

7.2 配合物的氧化还原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的类型，外层机理，内层机理。 

7.3 分子内重排反应* 

7.4 配合物的加成和消去反应* 

7.5 配体的反应* 

8．配合物的合成及结构研究法（学时数：3）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配合物合成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了解经典配合物的制备以及

异构体的制备和分离；了解一些特殊配合物的制备。 

教学内容： 

8.1 配合物的合成：配合物合成的基本方法手段；经典配合物的制备，异构体的制备及分离，

特殊配合物的制备。 

8.2 配合物的结构研究法：电子光谱，振动光谱，核磁共振，顺磁共振，质谱法，光电子能

谱，X射线衍射性，偶极矩及磁化率。 

9．新型的配合物（学时数：4）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π一酸配体配合物的结构特点，类型，意义，应用；了解各

种π配合物的结构特点、类型、命名、意义和应用；了解金属原子簇合物的概念、结构及特

点、类型、制备、反应性应用；了解多元杂多配合物的结构特点、类型、反应性及应用。 

    教学内容： 

9.1 π-酸配体配合物 

9.2 π配合物 

9.3 金属原子簇配合物 

9.4 多元杂多配合物 

10．与生命相关的配位化学*（学时数：4）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生命必需元素的含义、种类；了解生命体中的金属离子及其

存在形式和生理作用；了解生物体中的生物配体；了解酶的类型，作用和特性及常见重要的

金属酶和金属蛋白；了解金属药物以及金属药物与配合物的联系。 

教学内容： 

10.1 生命中的金属离子和生物配体 

10.2 金属酶和金属蛋白：酶的类型、作用和特性；金属酶和金属蛋白。 

10.3 金属药物 

 3



11 配合物与新材料（学时数：1）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配合物与非线性光学材料的关系；了解稀土元素配合物的发

光性及稀土配合物与发光材料的关系；了解分子基磁性材料与配合物的关系；了解多孔材料

与配位聚合物。 

教学内容： 

11.1 非线性光学材料：非线性光学，非线性光学材料与配合物。 

11.2  稀土配合物发光与材料：稀土元素配合物的发光性、稀土配合物与发光材料。 

11.3 分子基磁性材料：分子基磁性，分子基磁性材料与配合物。 

11.4 配位聚合物与多孔材料：配位聚合物，配位聚合物与多孔材料的关系及应用。 

12．配合物在生成时的一些应用（学时数：1）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配位催化的概念及应用；了解配合物作为催化剂的应用；了

解配合物在元素分离和分析中的应用；了解配位化学在电镀中的应用。 

教学内容： 

12.1 配位催化 

12.2 配合物作为反应物的催化剂 

12.3 配合物在元素分离和分析中的应用 

12.4 电镀中的配位化学 

13．配位化学的未来（学时数：1） 

重点、难点及要求：了解配位化学新的进展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了解发展中的配位化

学的分子组装、分子器件等研究领域。 

教学内容： 

13.1 分子组装：分子组装的概念、意义及应用。 

13.2 分子器件；分子器件的概念、种类和用途。 

13.3 发展趋势 

 

三、课程考核方式、方法： 

采用闭卷考试的方法考试。 

 

四、教学参考书目： 

1.张祥麟、康衡主编：《配位化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6 

2.戴安邦等：《配位化学（无机化学丛书第十二卷）》，科学出版社，1987 

3.罗勤慧、沈孟长编著：《配位化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4.戴安邦：《配位化学》，科学出版社，1985 

5.游效曾主编：《配位化学新进展》，科学出版社，2001 

6.孙为银编著：《配位化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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