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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元素周期系过渡元素基态原子价电子组态 的多样化是 已往的原子构造理论无

论是从定性还是从定量方面都是迄今难 以给出圆满理论解释的原子构造现象之一
’一

川
。

本文

介绍新近提出的原子构造的对称性原理 以及依据这一原理对上述原子构造现象所作的系统理

论解释
。

关于原子的构造原理

原子构造 的对称性理论认为
,

原子作为核与核外电子相互作用 的对立统一体
,

其构造涉及

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

这就是核与电子 包括电子与电子 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它们之间相互

作用的作用方式
。

这二者在其自然表现形式上实际上是分属于
“

能量
”

和
“

对称性
”

两条基本 自

然法则支配的
,

其中
“

能量原理
”

是使核外电子的轨道分布要尽可能地优先占据能量最低的轨

道
,

并使整个原子体系保持其尽可能低的能量
。

这一 自然法则在以往的原子构造理论中被称之

为原子构造的
“

能量最低原理
” 。

而
“

对称性原理
”

对原子构造所起的支配作用则是使核外 电子

及其自旋态的轨道分布要尽可能地排布成对核场 及组态 自身 都具有相对最高对称作用的组

态形式
,

以使整个原子体系 核与轨道电子及轨道电子与轨道电子之间 的电磁相互作用达到

尽可能高的作用平衡
’ 。

但这一原理在以往的原子构造理论中并没有被从原本意义上加 以揭

示
,

事实上已被确认的有关原子构造的诸多理论及经验规则其物理实质都是这一原理对原子

构造所起支配作用 的 自然反映
。

如
,

所谓的
“

 !∀ 不相容原理
” ’ 、“

规则
”

及
“

全
、

半满组态

尤为稳定
”

等所分别反映的就是在单一原子轨道
、

单一能级 多个等价 轨道及多能级 非等价

轨道等不同条件下 电子组态对其结构对称性的 自然要求
。

其中
“

不相容原理
”

表征的是原

子构造与能量不相关的一个自然现象
,

即电子在单一轨道中的分布不管其轨道的能级高低
,

也

不管其轨道 的空间 电子电荷密度 大小
,

每一轨道都最多只能容纳两个 且 自旋相反 的电子
,

因为在 同一轨道空 间内填充多于两个电子时从原子 电子组态结构 的对称性来讲是不能允许

的
。

而
“

规则
”

及
“

全
、

半满组态尤为稳定
”

表征的则是原子构造中
“

作用能
”

与
“

作用方式
”

在影响整个原子体系的稳定性方面存在着 内在统一性的 自然现象
。

即在上述两规则限定的条

件下
,

原子构造的电子组态对称性越高
,

原子体系的能量一般也就相应地越低
,

从而也就越有

利于原子的稳定
。

由此人们曾一直认为是
“

能量最低原理
”

决定了上述两条原子构造规则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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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而实际上这是对原子构造基本原理的一种误解
。

事实上
“

对称性原理
”

是独立于
“

能量最低

原理
”

之外 的基本 自然法则之一
,

并且正是这一原理与
“

能量最低原理
”

一起构成了原子构造的

基本原理
。

据此我们就不难对元素周期系过渡元素基态原子价 电子组态的多样化问题作出全

面统一 的理论解释
。

原子轨道的能量分布与原子构造的对称性特征

在运用上述原子构造的基本原理解释过渡元素基态原子价 电子组态的形成机制时
,

首先

要详细 了解原子构造中原子轨道的能量分布特点及不同类型轨道 电子 对核场作用的对称性

差异
。

就原子轨道 的能量分布而言
,

原子构造的事实指出  原子构造 中存在着
。。

, , 。 , 二 ,二
,

⋯⋯的原子轨道能级序列
” 。

这一轨道能级序列表明原子轨道能级高低的排列遵从如下规律
,

即轨道角量子数 值相同及

相邻 值只相差 的轨道其能量的相对高低皆以轨道的主量子数 值的大小为序 而主量

子数相 同的轨道其能量的相对高低则是以轨道角量子数  值的大小为序
。

轨道主量子数

 值越大轨道间的能量差则越小
。

 原子轨道的能级不是 固定不变的
,

即不 同元素原子轨

道的能级随其元素原子序数的递增是逐渐
“

收缩
”

下降的
’ 】。 并且在原子轨道能级 的这一

“

收

缩
”

变化 中
,

不 同能级的轨道其能量随元素原子序数递增而
“

收缩
”

下降之幅度也并非是相 同

的
。

一般而言
,

轨道 的主量子数 值越大 则意味着轨道空间离核的平均距离越远轨道电子

与核之间的库仑作用越弱 其轨道能级随原子序数的递增所产生的
“

收缩
”

效应则越弱
,

反之则

越强
。

另一方面
,

各能级组态中轨道电子数目的增多则是有利于强化轨道能级
“

收缩
”

的因素
,

但对于主量子数  值较小的轨道来说
,

因其轨道空间相对较小
,

其轨道 的电子电荷密度随轨

道电子数的增多会急剧升高
,

由此所引起的轨道电子间互斥作用的增强将使轨道能级的
“

收

缩
”

明显受阻
。

此外
,

内层轨道 电子对外层轨道的屏蔽排斥作用也是引起外层轨道能级不能与

内层轨道能级同步
“

收缩
”

的重要因素之一
,

内层轨道 电子数增多其自身能级
“

收缩
”

下降的要

快一些
,

而同时却对外层轨道产生越来越大的屏蔽排斥作用而使其能级
“

收缩
”

下降变缓 关于

原子结构的对称性特征 在一般场合下 可如下评价  原子中核场结构是球形对称的
。

因

核场结构 的球形对称性使得原子中单一原子轨道对核场球形作用 的对称性呈
。

的递变趋势
。

不同类型电子组态对称性的相对高低取决于组态中等价态 轨道 电子数 目的

多少
。

组态 中等价态 轨道 电子数越多其组态的对称性则越高
,

其中全
、

半满组态为对称性最

高组态
。

过渡元素基态原子价电子组态形成的物理机制

元素周期系过渡元素包括
、

两区元素
,

对于 区元素来说
,

其基态原子的价电子组态

见表 共可分为
一 ‘ 一 、

一
“ 一 ’
。

‘

和 一
‘

。 三种类型
,

其中后两种组

态可以看作是由 。 电子依次向
一 轨道

“

迁移
”

后形成的
。

原子构造 的对称性理论认为
,

上述 。 电子向 一 的
“

迁移
”

必须遵从
“

能量
”

和
“

对称性
”

两个基本原理的支配
,

即只有 当
。 一 , 。 ,

并且 电子
“

迁移
”

向
一 后所得电子组态的对称性不低于 。 电子

“

迁移
”

前的组态对称性时
,

电子才能
“

迁移
”

向
一 ,

否则这一电子
“

迁移
”

过程便不能发生
。

根

据 电子向 一 ’’迁移
”

的这一规律性我们便可对 区三个过渡 系元素基态原子价电子

组态中的所谓
“

例外
”

电子组态及其出现的数 目与位置的不同作出全面的理论解释
。

具体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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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区元素基态原子的价电子组态

  
一

 

吕

,

比

,

,

,

,

,

‘

‘

‘

, ,

,

二

‘

。、、叨二心‘厂
井

任
,

任

内,月峪,

就是
,

自第一过渡系起该过渡系所在的第四元素周期的首位元素是 号元素
,

由于在 号

元素原子 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核电荷生成的 【  
十

其有效核势场结构具有与 H
‘

等价的球形

对称性
,

那么由原子构造的对称性原理可知
,

尽管 自
. > B3 d

,

但基态钾原子的第 19 个电子依然

只能进人 4
:
轨道

,

( 因为在一个球形对称作用场 中令 电子轨道运动的几率分布作出除
s 态以

外的任一其他特定取向的角度分布是不可能的
,

其他 lA 元素的价 电子均优先填充 ns 轨道亦

是同一道理)
。

其后基于单一价轨道 (4
。
) 电子组态结构的对称性要求

,

20 号元素钙 的新增 电子

亦须进人 4
:
轨道使 C

a 生成 4
:2
价组态

。

在 C
a
之后从 21 号元素 S

C
起进人第一过渡 系

,

由于至

C a 处 4 ‘轨道已构成完美对称性组态 (即按 以往理论解释的所谓 已填满)
,

21 号及其后续元素

的新增电子便开始依次进人能量较低的 3 d 轨道
,

并相应生成 3 d
‘ 一

2
4

; 2 型价组态
。

但如前所

述
,

原子轨道的能级是随元素原子序数的递增而逐渐
“

收缩
”

下降的
。

其 中(
n 一 1

) d 作为较内

层的轨道其能级随原子序数递增
“

收缩
”

下降的较外层 ns 要快一些
,

(

n 一
l) d 与 。 的这一非

同步
“

收缩
”

使得本来就 en
.> e(

。

川 d 的两个价轨道其能量差将越拉越大
,

这便使 。 电子越来

越倾向于往 (
n 一 1

) d’’迁移
” 。

而第一过渡系元素轨道能级
“

收缩
”

变化的具体情况是
,

如果单从

3 d 轨道是距核最近的 d 轨道考虑
,

在 同样增加单位核电荷的条件下 3 d 轨道 的能级
“

收缩
”

效

应应该是比较强 的
,

但因第一过渡系是元素周期系的第一个长周期元素
,

其起始元素 S
C 的原

子序数尚太小
,

核的总势场较弱
,

这一因素使得 3 d 在半满之前的能级
“

收缩
”

比较平缓
,

其结

果是第一过渡系直到 24 号元素 C
r
处

,

其 4
: 电子才在

“

总轨道能趋低
”

和
“

组态对称性趋高
”

双

重效应的驱动下
“

迁移
”

向了 3 d 轨道
,

使 C
:生成了 3d

’
4
: ,

价组态
。

(
3 d

’
4
。, 组态对核场球形

作用的对称性较 3 d
44 32要高)

。

在 C
r
之后 4

; 电子继续向 3 d’’迁移
”

虽在能量效应方面应是允

许的
,

但在组态对称性效应方面则是受阻的
。

所 以接下来 25 号元素 M
n
的价组态是 3 d

’
4
: 2 而

不是 3 d
64 3,

( 因为前者对核场球形作用的对称性远高于后者)”
。

M
n

之后 Fe
、

C
O

、

Ni 的 45 电

子向 3 d 的
“

迁移
”

从组态 的对称性角度看并不太有利于组态 的稳定
,

因为在上述情况下 4
5 的

一个电子
“

迁移
”

向 3 d
,

生成的 4
: , 不如 4

:,
稳定

,

并且 3d 处也构不成全
、

半满稳定组态
,

再者

3d 作为轨道空间相对最小 的 d 轨道半满后其轨道电子几率密度随原子序数增高急剧增大
,

轨道电子间的互斥作用显著增强
,

因而使 3 d 半满后的能级
“

收缩
”

也再次趋缓
。

所以第一过渡

系元素在 C
r
之后就仅有 C

u
一种元素的 4

‘ 电子
“

迁移
”

向了 3 d 轨道
。

很显然 C
u
原子的 4

5 电

子向 3 d 的
“

迁移
”

与 C
r
一样同是在弱的能级

“

收缩
”

效应持续累积及 4
;
电子

“

迁移
”

向 3 d 后

可形成相对最高对称稳定组态的双重作用下方才实现的
。

不难看出
,

第一过渡系发生 ns 电子

向 (
n 一

1 ) d’
‘

迁移
”

的元素在其出现位置上是呈对称分布的
。

这一点是 由 3d 轨道半满前后其能

级的对称
“

收缩
”

趋势决定的 ; 与第一过渡系元素相 比较
,

第三过渡系元素前半部 ns 电子 向

(
n 一 1 ) d 的

“

迁移
”

要 困难得多
,

这主要是 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
。

其一是因为 凡
d < 凡

:
二者

之差原本要比 凡d < 凡
.
二者之差小得多

。

其二是第三过渡系元素 s d 轨道的能级
“

收缩
”

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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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矛盾与第一过渡系 3 d 的情况恰好相反
。

即第三过渡系起始元素 (La )的原子序数 已较高
,

核的总势场较强
,

这是有利于 s d 能级
“

收缩
”

的一个重要 因素
,

但由于 s d 轨道距核甚远
,

同样

是增加单位核电荷所增加的核场力作用于 s d 上 的强度实际上是 比较弱的
,

并且较之 s d 离核

较近的 4f
’4

组态对其产生有较强的屏蔽作用
,

因而使 s d 的能级
“

收缩
”

在开始时将是十分微

弱的
,

以至于第三过渡系直到 w 处 s d 能级
“

收缩
”

所累积的能量效仍不足以使 6
:电子

“

迁移
”

向 s d 轨道
,

故 W 的价电子组态是 5 d
46:2而不是 5 d

56 。,
。

( 即在能量效应优势不大
,

5 d

4

对称

性只略低于 s d
’

的情况下
,

保持 6
:,
对核场全满态的球形对称作用将使系统更稳定一些 )

。

在

s d 半满之后
,

随原子序数的递增 s d 能级
“

收缩
”

是持续增强的
,

这是因为 s d 轨道空间较 3 d

大得多
,

但 s d 总共也只填充 10 个电子
。

因而 s d 半满后并不像 3 d 那样存在着轨道 电子几率

密度过高电子 间互斥作用太强而使轨道能级
“

收缩
”

受阻的矛盾
。

所 以该过渡系在 s d 半满之

后 (比第一过渡系相应位置提前处 )引起了 6
。电子向 s d 的

“

迁移
” ,

从而使 R 生成了 5 d
96 。,

的价组态
,

并继而使紧跟其后 的 A
u
也生成 了 6

。 电子向 5 d’’迁移
”

型的价组态 (s d
’0
6
。,

)
; 对第

二过渡系元素来说
,

由于该过渡系是第二个长周期元素
,

故该周期起始元素 (Y) 已具有较高的

原子序数
,

核总场势 已较强
,

再加上 4 d 轨道离核的距离比 s d 要近的多
,

而又不存 (
n 一

2 ) f
‘4

组态对它的强屏蔽作用
,

所 以第二过渡系元素 4 d 轨道的能级
“

收缩
”

从一开始就十分强
,

并且

因 4 d 轨道空 间较 3 d 大
,

组态中 d 电子数的增多对能级
“

收缩
”

的阻滞效应不突出
,

这就有利

于 4 d 能级的强
“

收缩
”

趋势一直持续到了该过渡系之末
。

其结果便是第二过渡系在其较靠前

的位置 N b 处就发生了 5
: 电子向 4 d 的

“

迁移
” ,

并在其后又接连有 M
。 、

R
u

、

R h

、

P d

、

A g 等五种

之多的元素发生 了 5
。
电子 向 4 d 的

“

迁移
” ,

以至于还使其中的 Pd 生成了 4 dl 05 护型价组态
。

对 f 区元素基态原子价组态形成机制 的物理解释涉及的主要是 (
n 一 1 ) d 电子 向 (

n 一
2 ) f

“

迁移
”

的问题 (见表 2 )
。

因为仅从原子构造的
“

能量最低原理
”

及 En
.> E(

。

川
d > E(

n_2)f的轨

道能级序列考虑
,

f 区元素基态原子价轨道的电子填充顺序应是最先填充 (
n 一 2 ) f 轨道

,

而后

再填充 (
n 一

l) d 和 ns 轨道
。

而事实上该区元素基态原子价电子组态亦表现有 (
n 一

2) f
’ 一 2

(

n 一 l ) d
Z
ns
Z 、

(

n 一
2 ) f

“ 一 ’

(

n 一
l ) d

’
ns

Z

与(
n 一

2 ) f
“

(

n 一 l ) d
“
二2 三种类型 (m 为价组态中

d
、

f 轨道 中的电子总数)
,

其中后两种类型的电子组态也可 以看作是由 (
n 一

l) d 电子依次向

(
n 一

2 ) f
“

迁移
”

后形成的
。

与 d 区元素相 比较
,

f 区元素基态原子价 电子组态的形成中同样都

要优先填充 。 轨道
。

所不同的是
,

由于 f 区元素(
n 一

1 ) d 与 ns 之间的能量差较小
,

(

n 一
1 ) d

鲍能级
“

收缩
”

又受到 了离核较近的 (
n 一

2) f 组态的较强阻滞
,

故 f 区元素中 ns 电子 向(
n 一

1)

d 的
“

迁移
”

无论是从对称性效应还是从能量效应来说都是困难的
。

而另一方面 ns 电子若要 向

(
n 一

2 ) f
“

迁移
”

则势必严重破坏整个价组态对核场球形作用的对称性
。

( f 比 d 需要更多的电

表 Z f 区元素基态原子的价电子组态

Table 2 V alenee El ect ron C on6 gU rations Of G ro und Sta te A tom s of the f- B lock E lem ents

lanthanides
1妇 C e

4 f 当 d 场压望 4厂当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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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T h

s f 些6 d 勺占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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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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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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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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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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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
n
i d

e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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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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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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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d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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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P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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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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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 d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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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u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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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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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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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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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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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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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才能构成全
、

半满组态球形对称作用场)故 f 区元素 ns 电子向 (
n 一 2 ) f

“

迁移
”

是受对称性

效应强烈排斥 的
。

所以在 f 区元素基态原子的价组态中 。
,

组态是被完全稳定下来的
。

(

n 一
2)

f 与 (
n 一 1 ) d 比较

,

在能量方面
,

(

n 一
1 ) d 要比 (

n 一
2 ) f 略高

,

而在对核场球形对称作用方面

(n
一 1

)d 也是略高于 (
n 一

2) fo 但前一因素将使 电子倾向于优先填充(
n 一

2
)f 轨道

,

而后一因

素则将使电子倾向于先填充 (
n 一 1

) d 轨道
。

基于【Ba]
十

与【R a]
‘

有效核势场趋于甚高的球形对

称性
,

这使得紧跟其后的 La 与 A
C
两元素的新增 电子优先遵从

“

对称性原理
”

的支配填充进了

(
n 一

1
)d 轨道

,

结果就是 La 与 A
。
分别生成 了灯05 d

’

6s

, 和乒f
“
6 d

’

7s

,

价组态
。

其后对于斓系

元素来说
,

在 u 之后 由于随元素原子序数的递增 4f 的能级
“

收缩
”

效应持续累积
,

使 叮能级

低于 s d 的能量差进一步拉大
,

因而使后续元素的新增电子不能继续优先填充只在对称性方

面略高于 (
n 一 2 ) f 的 s d 轨道

,

而是从 58 号元素 Ce 开始填充 4f 轨道
。

并且随原子序数的进一

步递增
,

持续的能级
“

收缩
”

所累积 的能量效应继而在 59 号元素处引发 了 s d 电子向 4f 的
“

迁

移
” ,

并使其后的 Pr
、

N d

、

P m

、

S m 和 Eu 等的价组态 中均不再有 s d 电子出现
。

63 号元素 E
u 的价

组态是由半满的 4f
’

与全满 的 6 护组成的球形对称组态
,

这使得 【Eu]
‘

将与 「B
a
〕

‘

有效场的高

对称性对 La 生成 s d
’
6
: 2

价组态的影 响相类似
,

【E司
‘

有效场的高对称性亦使后续 64 号元素

G d 的新 增 电子再次优先进人对称性 略高的 s d 轨道使 G d 的价 组态 为 4f
’
s d

’
6 尹 而不是

叮
.sd “

6
sz( 前者对核场作用的球形对称性高于后者)

。

叮轨道半满后其能级
“

收缩
”

持续得到

增强
,

所产生的能量效应驱动 s d 电子在 叮半满后较前的位置上实现 了向叮的
“

迁移
” ,

从而

使 65 号元素 Tb 的价组态为 叮
’
s d

“
6
。, ,

并在其后直至 71 号元素 L
u
处(6

3、
4
f 全都填满之后 )

新增 电子才又重新开始填充 s d 轨道 ; 婀 系元素基态原子价电子组态 的形成情况与斓系基本

相似
,

不同之处在于钢系元素比斓系又高出一个周期
,

这意味着婀系元素原子的价轨道比斓系

元素原子的价轨道要离原子核更远一些
,

且价轨道间的能量差相应更小一些
。

可以预见这两个

因素都将使婀系元素随原子序数的递增其价轨道的能级
“

收缩
”

及产生的能量效应较斓系要更

弱一些
,

因而应使婀系元素价组态形成中(sf 轨道半满前)电子填充进 sf 轨道及 6 d 电子 向 sf
“

迁移
”

的元素出现的位置较之斓系都要相应地后移
。

而其事实也恰恰如此
,

如婀系元素在与斓

系 58 号元素 C
e 相应位置上 的 90 号元素 Th 其价组态为 sf

“
6 d

2
7
‘2 ,

而不是与 C
e相类似生成

5f
’
6 d

’
7
。,
价组态

。

并且其后 6 d 电子 向 sf 的完全
“

迁移
”

直至 94 号元素 P
u
(sf 已趋于半满)

时才得以实现
。

在 95 号元素 A m 处形成 sf
’
7 尹球形对称组态后

,

% 后元素 C m 则基于与斓系

祖应元素 Gd 同样的原因生成 了 sf
’
6 d

’
7
: 2

价组态
。

自97 号元素起到 10 2 号元素 N
。
的价组态

中也均不再出现 6 d 电子
,

这同理可视为是价轨道能级
“

收缩
”

所产生的能量效应使 6 d 电子向

5f
“

迁移
”

的结果
。

婀系之末在 sf
、

7
:

全满的情况下后续元素的新增电子亦又重新填充 6 d 轨

道
。

* :

Pa uli 不相容原理并不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

实际上这只是全同性原理用于费米子体系所得到

的一个推论
。

· * :

并且在全周期元素中没有一种元素的原子能够取得(
n 一 l ) d

‘
ns

’
价组态

。



无 机 化 学 学 报 第 17 卷

参 考 文 献

[l] van gquiekenborn e L
.
G
.,

P i
e

rl oo

t
K

. ,

D

e v o
g h

e

l D

.

J. C he
m

.

E J 此
.,

1 9 9 4

,

7 1 ( 6 )

,

4 6 9

.

[
2

]
x u J i

a

(徐 佳)
,

x u e

u a n
g

一

x i
an ( 徐光宪 ) 刀面

写
ue To 咭bao ( Ch ines

e Che m耘t叮 B以letin )
,

1 9 8 6

,

3

,

4 6

.

[ 3 1 Y A O s h i

一

B i
n
g

( 姚士冰 )
,

G U X
u e 一

M i
n

( 顾学民 ) 月‘以ue To
ngbao ( ch ines

e che m i
sr叮 B以le tin )

,

1 9 8 7

,

3

,

4 6

.

[

4

)
M i

n

即
5 D
.
M
.
p
.
Ess
ential

Tre nds
in
lno 卿

nic Che mist理 ,

o

x

fo rd U

n
i
v e

rs i t y p re

s s :

o

xfo

rd

,

1 9 9 8

,

p 7

.

[ 5 ] N

o

rm an N

.

C

.

Pe

ri

nd

i
e
i ty

a

nd

t

he

s 一 a

nd
p

一
B l

o e
k E le

me

n 。 ,

o

x

fo ld U

n
i
v e

rs i t y P re

s s :

o

x

fo rd

,

1 9 9 7

,

p l l

.

[ 6 」sh
a印e A

.
G
.

Ino rg
an ic C he m is ‘叮

,

3 rd
Ed

. ,

J

o

h

n

W
i l

e
y

a n

d S

o n s
.

Ln

e 一 N
e w Y

o
rk

,

1 9 9 2

,

p 6 3

.

【7」B
utler 1

.
5
.,

H
a

rm

d J

.

F

.

Ino

rg

a n
i
e

C h

e
m 站t叮 ( Pr inc iP le

s a
nd A即lica

tion )
,

B

e

nj

a
m i

n
/ C

u
m m i

n
g

s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m p

a n
y

IJn

e
. ,

1 9 8 9

,

P 3 3

·

[
8

1
S h

ri

v e r

D

.

F

. ,

A t
k i

n s
p

.

W

. ,

La

n

脚rd C
.
H
.
InD rg

anic Che mis叮
,

3 rd
Ed

. ,

o

x

fo 记 U n ivers ity p re ss : o xfo rd
,

1 9 9 9

,

P 1 7

.

【9] Pil
ar F
.
L
.
J. Che m

.
Ed uc

.,
1 9 7 8

,

5 5 (
l

)

,

3

.

【10 ]C
arton T

.
5
.
J. Che m

.
Ed uc

.,
1 9 7 9

,

5 6 ( 1 1 )

,

7 6 7

.

[

1 1

]
P i l ar F

.

L

.

J. C he
m

.

E d 讹
.,

1 9 7 9

,

5 6 (
1 1

)

,

7 6 7

.

[
1 2

]
L I U C h

e n
g
一

D
o n

g
( 刘承东 ) 万~

ue Ji
aoyu ( Ch i

nese
J. C he 二 E汉讹

.
)

,

1 9 9 8

,

1 1

,

3 5

.

[
1 3 ] L I U C h

e n
g

一
D

o n
g

( 刘承东)
,

TA

N G B

o

(唐 波) 劲
名“%

ue To 昭bao ( Ch ines
e
Ch
em ist叮 B u

llet
in )

,

1 9 9 9

,

8

,

5 1

.

[
1 4 ] C

o t t o n
F

.

A

. ,

W
i l k i

n s o n

G

.

刀“ie
Ino
rg an ic Ch

em 臼t尽
,

J

o

h

n

W i l

e
y

a n

d S

o n s
.

L
n c

. ,

1 9 7 6

,

3 9

.



第 3 期 刘承东
:
原子构造原理与过渡元素原子的价电子组态

.
45 5

-

P ri n eiP le s o f A to m i
c S tru

c恤re an d the V alen ee E leetron

C o nfi gurati ons of th e T ransiti on E lem en ts

LIU Cheng一 D o n
g

( 刀叩
a材

me
n t

of Ch
e
m i
st琳 Sh

a矛肠切ng 肠rm
al饰沁rs ity) Ji na

n 250014)

A eeord ing to the A ufo au build
一
u
p p ri

n e
i p l

e a n
d

t
h

e o
rd

e r o
f fi l l i

n
g

a t o m i
e o

rb
i t

s
,

t
h

e v a
l
e n e e

e
l
e e t

ro
n e o

nfi

g
u

ra
t i

o n o
f g ro

u n
d

s t a t e a t o
m

s o
f

t
h

e
d

一

b l
o e

k
t
ra

n s
i t i

o n e
l
e
m

e n t s s e e
m

s o n
l y

t o
b

e

(

n 一
l ) d

, 一 2

0

2

(

x
h

e
re d

e n o t e s t
h

e n u
m b

e r o
f

t
h
e e

l
e e t

ro
n

i
n

(

n 一
l ) d

a n
d ns

o
rb it

s
)

.
B
u t th

e

re
s u
lt

o
f th

e s p e e
tra

te s t sh
o w s th

a t th
e a to m ie e

l
e e tro

n s tru
e tu re

o
f th

e
d

一

b l
o e

k
t r a n s

i t i
o n e

l
e
m

e n t s

al
s o

h
a s t

h
e e o

nfi

g
u

ra
t
i
o n s

(

n 一
l ) d

‘ 一 ’

ns

, a n
d

(

n 一
l ) 少 ns

o.
T h e se tw o ty p e s o f ele e tro n e o n fi gu

-

ra tio n s a re u su al lv e o n sid e re d a s
“o u t o

f
t
h
e o

ra
i
n a斗

”
.

I
n a

d d i
t
i
o n

,
t
h

e a n o t
h

e r
i m p

o
rt

a n t p h
e

-

n o
m

e n o n
1
5 t

h
a t t

h
e e

l
e e t

ro
n

i
e s t

ru

e t u r e
of

t
h

e a t o
m

s
fo

r
al l

o
f

t
h

e e
l
e

m
e n t s e a n n o t a t t a

i
n t

h
e e o n

-

fi g
u

ra
t i

o n

(

n 一 l ) d
6
ns

,
.

T h
e

re
a s o n s

w h y t
h
e s e e x e e

p t i
o n a

l
e
l
e e t

ro
n e o

nfi
g
u
ra

t
i
o n s e a n

b
e

fo
rm

e
d

a n
d w h y t

h
e e o

nfi
g
u
ra

t i
o n

(

n 一
1 ) d

6
。

, e a n n o t e x
i
s t a r e n o t p ro p

e
rl y

u n
d
e
rs t o o

d
a n

d
a t p re

s e n t n o

t
h
e o汀 of the m any

一
e
l
e e t

ro
n a t o m

s t
ru

e t u
re 1

5 e n t
i re l y

s a t i

sfa

e t o 叮1
1一 7

1

.

F
o r t

h i
s

,

i
t s e e

m
s t

h
a t t

h
e

t
h

e o
re

t i
e

al d i
ffi

e u
l
t y l i

e s
i
n a e e o u n t i

n
g fo

r t
h

e
d i

v e
rs i fi

e a t
i
o n

of

e
l

e e t
ro

n e o n
fi , ra tions and fo r the

non一 e x
i
s t e n e e o

f
e o

nfi

g
u r a t

i
o n

(

n 一
l ) d

“

ns
, a s w e

d i d
n o t p a y m o

re
a tt e n t i o n t o t h

e e o n t ro l
e
ffe

e t o
f

s y m m e t汀 pri neiPle in atom stru
eture

.
W
e know that the stab ility of a m ass system dePends on the

m eeh anies eonserv ation law
in the system and eaeh eonserv ation law

15 alw 叮5 re lative to the in
-

vari anee of the eert ai n sym m et守
.
In atom stru

etu re
,

t
h

e
m

a
i
n

i
n t e

ra
e t i

o n
1
5 t

h
e e

l
e e t

ro m
a

g
n e t

i
e

i
n

-

t e
ra

e t
i
o n

.

5
0 t

h
e s t a

b i l i ty

o
f

a t o
m

s t
ru

e t u r e s
y

s t e
m m

u s t
b

e
b

o u n
d

e
d

u
P w i t h

t
h

e s
y m m

e t叮 of th e

eleetro m ag
netie intera etion in the atom system

.
T he dire et expre ssion of th is intereonneetion 15 that

,

wh

e n t
h

e e
l
e e t

ro
n s a

re
a

l l
o t t e

d
t o t

h
e o

th i
t s

w i t h
e n e

卿
equival ent or elose to one another in

m any一e l
e e t

ro
n a t o

m
s

,
t
h

e
y w

o u
l d

a
l w

a
y

s
d i

s t
ri b

u t e t
h

e
m

s e
l
v e s

i
n s u e

h
a

w
a

y t
h

a t t
h

e
re 1

5 a
re l

a t i
v e

h i
gh

e s t s
y m m

e t叮 eonfi gura tion
.
Th
at 15 to say

,
t
h

e
w 盯 of th e distri bution of eleetro ns(i

n elude

eleetro n spin states) i
n orb its 15 lim ited not only by the ene卿 of

orb itsbutalsobythesymmet琢 of
t抽
eleetro

n eonfi gu rat i
on .
Th
ere fo re

,
t
h i

s
l
e a

d
s t o t

h
e

d i
v e

rs i fi
e a t i

o n o
f

t
h

e e
l
e e t

ro
n e o n

fi g
u

ra
t
i
o n o

f

d

一
a n

d
f-

b l
o e

k
s e

l
e
m

e n t s

an
d

t
h
e e x

P
e
ri m

e n t
fa

e t P
o
i
n t e

d
o u t

b y H
u n

d

’
5

fi rs t
ru l

e
.

W

e e a
l l

t
h
e

e o n n e e t i
o n

b
e

tw

e e n t
h
e a t o m

s t
ru

e t u
re

a n
d

s
y m m

e t叮
“

ru l
e

of
e
l
e e t

ro
n e o n

fi g
u
ra

ti
o n s

y m m
e t叮 of

atom ie stru
etu re

” o r “ s
y m m

e t叮 pd n eiple of ato m ie stru
eture

”
.

I
n t

h i
s

p
a
p
e r t

h
e

a i
s e u s s

i
o n o

f
t
h
e

e o n t
ro l

e

ffe

e t o
f

s
y m m

e t
ry p ri

n e
iP l

e
i
n a t o m i

e s t
ru

e t u
re h

a s
b
e e n

g i
v e n

i
n

d
e t a i l

.

K
e
y w

o
rd

s : a
to m st

ru
e 加re pri neiPle t拍ns i拉on elem en t va len ee el eetr on con n g ura 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