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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符號為構成整個化學的基本要素，有些元素常常使用，除了符號須加

以記憶外，甚至連原子量及特性也須了解，一般常用於了解元素特性的方式，

乃採用週期表（表 1-1）。 

一、 第一行(IA)，除了氫，常叫鹼金屬 

包括：鋰、鈉、鉀、銣、銫為最軟且具有最低熔點的金屬群。其特

性歸類如以下三點： 

(一) 反應性強，置空氣中則立即與氧化合，因此在自然界中無游離態，皆

以化合態存在，常帶+1 價。 

(二) 熔點及沸點皆為 Li > Na > K > Rb > Cs  

(三) 皆乎「不與陰離子」反應生成沉澱物。 

二、第二行(IIA)，又叫做鹼土金屬 

包括：鈹、鎂、鈣、鍶、鋇、鐳。其特性歸類如以下五點： 

(一) IIA 族雖無 IA 族活潑，但仍為強還原劑，即活性仍大，故在自然界

亦以化合態存在。 

(二) 熔、沸點無規則性。 

(三) 晶形不如 IA 族整齊劃一，故物理性質也不規則。 

(四) Ca、Ba、Sr 所形成之「碳酸鹽」及「硫酸鹽」溶解度小，易發生沉

澱。 

(五) Be、Mg 所形成之氫氧化物溶解度小。 

三、 第四行過渡元素 

包括：鈧、鈦、釩、鉻、錳、鐵、鈷、鎳、銅及鋅。其特性歸類如以

下四點： 

元素特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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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除了鋅以外，大部分具有多種氧化態，也就是可形成多種氧化態之化

合物，主要原因是其最外層 S 電子與次外層 d 電子，能階很接近，於

化學反應中，皆可參與反應，故可生成各種氧化態（表 1-2）。 

(二) 易生成「錯離子」，且多數皆有顏色（因 d 軌域未填滿）。 

(三) 大部份元素屬高熔、沸點。 

(四) 屬於良導體。 

表 1-2 第四列過渡元素之氧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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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十七(行 VⅡA)，常稱做鹵素 

包括：氟、氯、溴、碘及砈。其特性歸類如以下四點： 

(一) 化性活潑在自然界中不以元素形式存在。 

(二) 皆有毒性，以氟最毒，依序降低。 

(三) 熔點及沸點隨原子序依次升高。 

(四) F2、Cl2為氣體，Br2為液體，I2、At2為固體。 

(五) Cl2、Br2、I2常做為消毒劑。 

五、 環工上水質化學溶解度特性 

進行水處理或水質分析時，常會分析重金屬量及陰離子之濃度與種

類。此舉無非是想清楚明白水污染狀況或污染物傳輸的問題，因此，具

備各成分元素彼此間溶解度之關係就相當重要，茲將陰陽離子間溶解度關

係表列於下（表 1-3），供於參考，若須清楚了解，仍須查出其溶解度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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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電解質化合物在水中之溶解度 

陰  離  子 陽  離  子 溶解狀況 
所有陰離子 僅鹼金屬離子、H+、NH4

+ 溶解 
Cl-，Br -，I- Ag+，Pb2+，Hg2

2+，Cu+，Tl+ 低溶解度 
SO4

2- Sr2+，Ba2+，Ca2+，Ra2+及 Pb2+  低溶解度 
S2- 鹼金屬、鹼土金屬離子 H＋及 NH4

+ 溶解 
OH- 鹼金屬離子、H+，NH4

+，Sr2+及 Ba2+ 溶解 
PO4

3-，CO3
2-，SO3

2- 僅和鹼金屬離子、H+及 NH4
+  溶解 

NO3
-及 ClO4

-  所有陽離子 溶解 
CH3COO- 除了 Ag+，Cr2+及 Hg2

2+ 之陽離子 溶解 

 

 

 

所謂化學鍵乃是指存在於分子中(間)互相吸引之作用力。由能量的觀

念觀察，可知為了得到更穩定的分子，鍵結後所形成的分子能量必小於鍵

結前各粒子之總能量，因此形成化學鍵時必釋出能量。一般化學鍵之種類

依其形成方式可分為下列五類，原子間形成三種，分子間形成兩種： 

 

一、共價鍵 

由兩個原子間以「共同電子對」之方式所形成的化學鍵稱之。 依其

提供電子的方式又可區分成兩類： 

(一)典型共價鍵：鍵結的原子，各提供一個電子。 

如 A  B，O = O 

(二)配位共價鍵：共用電子對完全由一方提供。 

如 A  B，N ≡N→O。 

化學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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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子鍵 

兩個帶「相反電荷」的陰、陽離子利用庫倫靜電力而形成，通常此

二元素的陰電性須「相差甚大」，方能形成離子鍵，根據此條件可作以

下結論：陽離子必須為金屬離子或 NH4
+而陰離子必須為非金屬陰子，OH-

或酸根。例：CuSO4、KOH、NH4Cl 及 NaCl（圖 1-1）。 

電子轉移

Na + Cl +Na + −Cl
−−− e1e8e2 −−− e7e8e2  

圖 1-1 離子鍵之形成 

三、 金屬鍵 

在合金或金屬晶體中將兩個或更多金屬原子結合在一起的力量，稱

之。具有共價鍵的型式，但由於其無固定之共同電子對，故不同於共價

鍵。例如：Na、Ca。（見圖 1-2） 

 Na金屬之體心立方結構 Ca鍵之面心立方結構  

圖 1-2 Na 及 Ca 晶體結構 

接著要介紹的是分子間的作用力： 

四、氫鍵 

分子所含氫原子與陰電性甚強之 X 原子（如 F、O、N）相鍵結時，

由於共用電子對被此類原子拉走，使得 H－X 鍵形成部分離子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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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的氫原子則帶正電性，類似一裸露的質子，當此類分子，再遇到

陰電性強的元素 Y（如 F、O 則會被其吸引，形成所謂的氫鍵）。（圖 1-3） 

      

X H Y

分子的其他部份  

圖 1-3 氫鍵的形成圖 

五、凡得瓦爾力 

指「未帶電荷」之分子間的弱吸引力。可包括極性分子與極性分子

間所產生的偶極–偶極力(dipole-dipole forces)，例 CO、PH3，及非極性分

子間所產生的分散力(dispersive force)，例 N2、SiH4，但由於其作用力相當

弱，因此常被認為是物理性吸附化學鍵（見表 1-4）。 

表 1-4 各種粒子間作用力與能量範圍 

種    類 凡得瓦爾力 氫   鍵 金 屬 鍵 離子鍵或共價鍵 

何種粒子 分子間 分子間 金屬原子間 離子或原子間 

能量範圍 
（仟焦／莫耳）

<10 5～40 50～133 150～400 

附        註 非化學鍵 弱化學鍵 >40 者屬強化學鍵 

 
 

 
由於表示濃度的方式很多種，水質化學上有其表達方式，同樣的表示在

大氣化學上則不全然相同，故清楚了解各表示方式的內容，才不致誤用。 

一、質量濃度 

通常表示質量濃度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重量對體積」之比值(W/V)，
例如 mg/ ；另一種是「重量對重量」的比值(W/W)，例如 ppm。假如知

道溶液之密度，那麼兩者可互換，如果溶液密度接近 1，那麼兩者意義相

濃度表示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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