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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卢嘉锡教授致力于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研究, 新近问世的中文版《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新近展》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年 3月出版)是他在这一领域苦心经营的结晶, 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较全面地了解这一

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和新进展。这是他奉献给国内读者的一份厚礼。他当然也没有忘记外国的读者,该书

的英文版《Some New Aspect s o f T r ansitio n Metal Cluster Compound》亦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是目前国际上十分活跃的化学前沿研究领域,作为该领域研究对象的过渡金属原子簇化

合物是一种特殊而诱人的化合物, 它在结构上具有金属-金属键组成的簇骼或骨架, 金属原子与配体的多种组合方

式, 金属簇骼的多变态以及较强的电子离域性和多中心键等独特的电子结构使这种化合物具有特殊的物理化学性

质, 这些性质已在生物化学、催化、超导及高新技术材料探索性基础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引起各边沿学科

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也正因此, 人们对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新进展怀着同样的关注和兴趣。也

正因此, 人们对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新进展怀着同样的关注与兴趣, 对那些能够推动该研究领域向前发展的科

学家怀着深深的敬意。

在这部全书 10 章 60 多万字的学术专著中,作者总结了他本人以及他领导的研究集体近 20 多年来在过渡金

属原子簇化合物的合成化学、结构化学以及量子化学等方面研究工作, 其中重点介绍的合成方法理论、结构规律性

和成簇机理等, 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原子簇化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特别是他们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概念如

“活性元件组装方法”和“类芳香性”概念, 堪称这一时期国际原子簇化学研究领域中的新进展。

活性元件组装方法揭示了簇合物的成簇机理并开辟了一条合成方法的新途径,该一方法的建立,使簇合物的

合成化学克服了以往“一锅煮”的盲目性和偶然性,从而走出一条合理合成的道路;根据簇骼[ M 3X4] 4+ 型过渡金属

簇合物在化学反应中所显示的类似苯环的化学行为而提出“类芳香性”新概念, 在深刻揭示簇合物内在结构规律的

同时, 把原来只属于有机化学的芳香性概念引伸到簇合物化学中来。这样的新方法和新概念对于原子簇化学以及

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推动作用,本书所介绍的许多新型簇合物的合成就是在元件组装方法的

指导下完成的; 而新型无机高技术材料研究中,有关的实验现象和理论问题也将成为一项很有前途的研究课题,如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成功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中国牌”晶体材料低温相偏硼酸钡 ( BBO )和三硼酸锂

( LBO) ,就是属于无机类芳香性簇合物的紫外区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对于新兴的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来说, 重要的

是认识和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性, 从而促使自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卢嘉锡教授做到了这一

点。

能够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成果促成有关前沿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家无疑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 这样的

科学家在事业取向上通常都是很有个性的, 卢嘉锡教授从来就是一位喜欢研究新领域新问题的人, 他习惯于瞄准

国际前沿领域, 但他从不满足于跟踪外国人,而是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促使这领域取得新进展。他常常鼓励和告诫

科研人员: 搞基础研究重要的是要有所创新, 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们不能老是跟踪外国人,而应当尽可能地把工作

做到前头去, 让外国人反过来跟踪我们。

早在 70 年代,当原子簇化学在国际上刚刚兴起之际,卢嘉锡教授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开拓前景的新

的研究领域,并在国内最早地倡导开展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的研究, 同时组织和领导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瞄准这一国际前沿领域, 20 多年来通过合成化学、结构化学、量子化学研究和谱学表征等各种手

段的综合研究,成功地合成了 300 余种新型原子簇化合物,并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和升华出自成一家并在国

际上深具影响、备受赞誉的理论和方法。据我所知, 卢嘉锡教授在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方面的工作还应追溯到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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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时候, 那就是 70 年代初, 他在国内就参加和领导了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工作, 并在国际上最早地提出固氮

酶钼铁硫原子簇协同作用的网兜状活性中心模型即“福州模型”,那实际上就是一个钼-铁-硫簇合物, 正是在这一生

物固氮化学模拟工作的基础上, 他开拓性地领导福建物构所的同事们深入进行过渡金属簇合物的全面研究。

以如此长期和富有创新性的工作为基础写出来的学术专著, 其学术价值和分量可想而知, 正如我国著名化学

家唐敖庆教授为本书所作的《序》中说的, “这本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本系统介绍过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研究的专

著”,“是我们化学界在原子簇化学研究方面的宝贵财富”。而贯穿全书的“实验与理论”、“化学与其他学科”、“结构

与性能”、“静态与动态”、“基础与应用”等五方面的结合 ,更使本书独具特色, 加上出版社方面的尽心尽力,相信《过

渡金属原子簇化学的新进展》将成为学术出版物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著作。

卢嘉锡教授是我的老师, 他那治学严谨和富于创新的精神使我终身受益 ,在他的新书出版之际, 我谨表示衷心

的祝贺! 并希望我国年轻一代的科学家要学习卢先生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让科学的新进展更多地出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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