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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生命化学中微量元素研究

这一交叉学科领域的概貌及其发展的巨大潜力。

生物微量元素是与蛋白质、脂类、糖、核酸、维生素

和水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营养素。书中对人类应当怎样合理

摄取、吸收有益微量元素，做到既不缺乏、又不过量，并

避免有害元素的掺入，作了详细介绍。作者通过对元素的

化学形态、结构和生化机制均衡的科学阐述，以通俗、流

畅的文字并辅以必要的图表，帮助读者了解应如何维持生

命元素的有机平衡，以享受今日最高水平的健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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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新的全球性科学技术发展高潮和

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初现端倪之时，湖南教育出版社的

《科学家谈物理》、 《科学家谈生物》、 《走近化学》、 《化

学·社会·生活》等丛书陆续出版，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原

创学科科普中，其内容的新颖、作者阵容的强大、语言文

字的生动堪称首屈一指。这套学科科普凝聚了当时物理

学、生物学、化学领域的大家们的远见卓识和汗水心血。

以 “大科学家写科普”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细腻别致的情

怀，为当时的青少年———２１世纪的主人们在接受基础教育

的同时，扩展科技视野，了解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提供了

一条最权威、最前沿、最贴近的通道。大家们字里行间所

流露出来的对科学世界的向往与痴迷、对科学事业的热爱

和虔诚，也深深地感动和影响了一代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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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年之后，我们选择以 “中国原创科普经典”的

名义再次整理出版这套科普则有着非凡的意义。其一是原

创的弥足珍贵。这么多大科学家的学识、思想、精神汇聚

于此实属不易。时至今日，这其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我

们，但他们的所著所言却是具有恒久长远的生命力的。这

些原创于今时今日的我们，其珍贵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

经典的不可复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套科普所

展现的有些内容也许不是如今最前沿的知识，但它所记录

的是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或几步，它已经成为

经典。因此除了将某些符号和计量单位与现在的规定接轨

外，我们没有做大的改动，选择尽量保留它的原貌。其三

是精神的代代传承。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们不仅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科普知识，更自然由衷地表达着对科学的热爱与敬

畏，这些精神的甘露润物细无声。我们真心期待２１世纪

的青少年朋友们也能悉心来感受和传承，向伟大的科学和

伟大的科学家们致敬！

需要说明的是，时隔多年，有些作者如今已经离世，

有些作者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中。

如果有作者或作者的家人、朋友获悉我们再版这套书的情

况，请跟我们联系，我们一并付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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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即将过去，日益临近的２１世纪的脚步声已经

清晰可辨。世界各国为迎接新世纪而制定的种种规划即将

逐一付诸实施，新的全球性科学技术发展高潮和随之而来

的激烈竞争已初见端倪，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世纪之交

的科技发展与竞争态势的最佳写照。为了帮助青少年朋友

在未来的竞争中迎接挑战，把握机会，继 《科学家谈物

理》、《科学家谈生物》等丛书之后，湖南教育出版社又推

出了一套 《走近化学》丛书。这套丛书，对于帮助今天的

青少年———２１世纪的主人们，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同时，扩

展科技视野。了解化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明确化学家的

任务和责任，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这

一远见卓识，理所当然地得到中国化学界的广泛响应和支

持。中国化学会的积极参与和丛书编委会的组成，则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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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套科普读物出版计划的顺利实施。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苍茫宇宙中浩瀚的物质世

界，在化学家看来，不过是千百万种化合物的存在与组

合，而且是由为数不多的几十种常见元素所组成。它们之

间的差别，仅在于元素的种类、原子的数目和原子构建成

分子 （或构建成晶体等）时方式的不同而已。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化学反应，其机理几乎是各

有千秋，对反应条件又极其敏感，以致对于一些化学现

象，人们有时不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化学反应所

遵循的最基本的物理定律，却屈指可数，简单明了。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它为其他学科和新技术的发

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在社会对新技术成就的一片

赞扬声中，它却甘于默默无闻。

化学是这样的一门科学：它和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与

渗透日益深化，新的化学分支学科层出不穷，但是化学的

理论基础却离不开化学元素论、元素周期律、化学键理论

和物质结构理论。

化学是这样一门科学：除非你已经学会透过宏观现象

辨析原子、分子行为的思维方法，并熟悉化学所用的语言

和语法规则，否则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化学和人的关系是如

此的密不可分，可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化学却显得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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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陌生和遥远。以致有些人在充分享受化学对现代物质文

明所作的种种贡献的同时，会不公平地把现代文明社会中

的失衡与灾难的责任，归之于化学！

统计资料表明，世界专利发明中有２０％与化学有关；

发达国家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中，化学与化工专家

占一半左右；化工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依靠化学的进步，

而化工产品的产值和出口比例在国民经济中一直保持着领

先的地位。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化学在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

生活质量中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这套 《走近化学》丛书的任务，是通过向广大

青少年读者介绍生动有趣的化学现象、引人入胜的化学成

就和辽阔无垠的化学前景，消除广大读者对化学的陌生感

和因此产生的畏惧心理。作者们在字里行间有意或无意流

露出来的对科学世界的痴迷和对科学事业的虔诚，都会引

起读者的共鸣。你会和作者一样，产生出一种在知识海洋

中遨游时清风拂面、心旷神怡、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快

感，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进一步的培育，使自己的志趣

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和升华。这套丛书取名为 “走近化学”，

正是呼唤我们向化学走近！

经过三年的努力， 《走近化学》丛书的第一辑终于和

广大青少年朋友见面了。丛书共分三辑，预计在２００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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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完成。

编委会衷心感谢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著

名化学家卢嘉锡教授及中科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张青莲教

授慨允为丛书题词。衷心感谢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著名材料科学家严东生教授代表中国化学会为丛

书作序。对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及担任责任编辑和编委

的李小娜、阮林，以及中国化学会的领导及办公室工作人

员为丛书所作的指导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如果这套丛书能够有助于你摆

脱常年在题海和应试的桎梏下产生的几丝无奈，为迎接明

天而主动地学习，从而使你的生活与学习走向一片更加灿

烂与广袤的天地，我们将会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们坚信，

科学可以使人变得更加聪明而坚强。 “欲与天公试比高”

将是２１世纪中华青少年的风采！

《走近化学》编委会

（宋心琦执笔）

１９９７年８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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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由中国化学会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约请著名化学家撰写

的 《走近化学》丛书，是我国近年来为满足青少年读者了解化学和学

习化学的需要而出版的一套科普丛书。其内容覆盖面之广，作者阵容

之强，是多年来罕见的。丛书的选题不仅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实

际，更着重于作者和读者之间思想和体会的交流。加以文字流畅，内

容新颖并富有趣味，我相信它必将成为广大青少年的良师益友。对于

有志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少年，则更有启迪和激励的作用。

２１世纪即将来临，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的中国，在未来几

十年里世界高新科技的发展与竞争中，将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化学

不仅会和其他学科一样，保持着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势

头，而且和生命、信息、材料与环境等科技领域的相互渗透也会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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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化学和应用化学的水平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质量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化学基础知识也将成为充实新世纪公民

基本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走近化学》丛书的问世所起到的积

极作用，一定会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肯定，也一定会受到广大青少

年读者的欢迎。

《走近化学》丛书涉及现代化学的多个侧面，介绍了人们在这些领

域内的最新成就，反映了作者对该领域未来发展的精辟见解。它将有

利于广大青少年读者开阔视野，激起他们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兴趣，提

高他们对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对于有志于从事

科学技术的青少年读者则更能起到启蒙的作用。当然，科学技术事业

的发展，要依靠千百万科学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杰出科学家的殚精

竭虑与艰苦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从丛书中所展示的前辈

科学家所经历过的失败与成功的史实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增强我们

积极参与国际科学技术领域竞争的信心和力量。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在新的世纪里，振兴中华、造福人类的历

史责任已无可推卸地落在今天青少年一代人的肩上。年轻的朋友们，

先进的科学技术像明日的朝阳一样，将由你们用双手高高托起！

１９９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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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奔向太空以来，震撼

人心的科学奇迹接踵而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阿波罗号宇航员的月球之

旅，８０年代联盟号载人宇宙飞船与空间轨道站对接，９０年代中国长征

２号运输火箭成功发射美国通信卫星，以及在太空飞行６～７年、需

２００４年才能到达土星的跨世纪火箭发射等等。从登上月球进而探索火

星生命，人类以叱咤风云的气魄描绘着走出地球村的世纪蓝图。

时代在发展。今日高速运行的巨型计算机已发展至可以在对方导

弹运行途中精确算出它的轨迹，并指令发射反导弹进行拦截。智能电

脑、电子信息时代的国际互联网 “高速快车”已开始迅速占据各地的

高科技中心。时代日新月异，历史车轮在风驰电掣地推进。

在高度显示人的体能和释放生命能量的奥运会上，一个个新的世

界冠军和纪录在诞生，我国健儿在１９９６年百年奥运会上以一再勇夺金

牌、银牌的辉煌成绩，使中国成为 “第二集团”的领头雁，让不同肤

色的人们无法不认真注视来自东方巨人的步伐。



００２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过度采伐自然，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和资源匮

乏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紧迫待解的世纪性难题。

历史伴随着科学与技术而进步，２１世纪各国科技和经济的激烈竞

争已经提前展开，而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培育。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将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面对中华民族的

文明历史及其子孙的创造力，不少举世闻名的学者惊叹：中国人有着

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然而，不幸的是，碘缺乏病的流行却使今日我

国病区人口占了世界病区人口的４０％以上，且导致多达１　０００多万的

智力残疾人。这是多么严峻的一项国情。

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健康的新定义中提到，每个人享受可能达到的

最高水平的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福利要求。

人的生、老、病、死是与生物分子如蛋白质、酶、脂类、糖类、

核酸、激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

尤其是痕量分析技术的提高和生物医学成果的涌现，人们发现微量元

素在与上述生物分子的有机联系中，常起着关键的调控作用；其次，

微量元素不像某些维生素那样能在人体内自行合成。从这种意义上说，

在人体所需的营养中，它们甚至比维生素更为重要。微量元素主要来

自空气、饮食和各种外源性物质，因此容易导致缺乏或过量积累。

“生命科学中的微量元素”正是一门针对人类健康和素质而新兴

的、由多学科相互渗透的边缘学科。它与化学、生物学、医药学、食

品营养学、环境科学和地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当今国际科学界引

人瞩目的崭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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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领域，有人依靠先进的分析测定和数据处理方法，研究微

量元素与某种生物效应的相关性，相当于研究生物体系这个 “黑盒子”

的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另一些人却从结构化学、热力学、动力学和现

代配位化学理论等角度，研究生物活性物质的结构－性质－生物活性

关系，即着重 “黑盒子”里面的变化。犹如兵分两路，目的都在于认

识微量元素在生命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国历史悠久，历来十分注意营养和饮食与人们健康的关系，并

在发掘食物资源、酿酒、发酵食品、豆类加工和烹调技术上著称于世。

国外最近完成的一项历时６年的调研表明：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

饮食最有益于健康，微量元素等营养素含量最合理。微量元素是与蛋

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水同等重要的营养素。那么，如

何合理摄取、吸收有益微量元素，做到既不缺乏又不过量并避免有害

元素的掺入，以享受最高水平的健康，就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人们希望通过对微量元素与健康的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的探索，

在某些疾病特别是微量元素缺乏、过量积累及失控等造成的疾病 （包

括某些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有所发现和改善。科学家们在研究元素的

化学形态、大分子结构和生化、生理机制的基础上，既注意它的营养

性，又注意避免其毒性，并与动物、植物、土壤、水源等周围环境统

一起来进行考察。人们相信，有朝一日能通过合理的食物组成维持生

命的有机平衡和健康，从而使微量元素的研究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的

效益。显然，这个领域的研究展示着当代生命科学活跃的前沿和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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