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第一节 

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表
    （ 课 时 2 ）
二、元 素 周 期 表



元素周期表

       历史上，为了寻求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间的

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人们进行了许多尝试。

    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编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元素周期表。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

1869年

将元素按照相对原子质量由小到大
依次排列

揭示了化学元素的内在联系——化学发
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将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放在一起

⑴时间：

⑵绘制者：

⑶排序依据：

⑷结构特点：

⑸意义：



1869年2月第一张周期表 

    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制出了世界上
第一张元素周期表。

http://www.chemistry.sjtu.edu.cn/doc/ReadNews.asp?NewsID=342


1871门捷列夫(俄)的第二张周期表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原子结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们

发现引起元素性质周期性变化的根本原因

不是相对原子质量的递增，而是核电荷数

的递增，也就是核外电子排布的周期性变

化。经过不断修正得到了现在的元素周期

表。



一、元素周期表

⒈原子序数

原子序数 ＝ 核电荷数 ＝ 质子数 ＝ 核外电子数 

    按照元素在周期表中的顺序给元素编号，这
种序号叫做原子序数

原子

阳离子

阴离子

原子序数与构成原子的粒子之间有怎样的
关系?



⒉元素周期表的编排原则

    把电子层数目相同的元素，……排成横行，
每一个横行叫做一个周期；

⑴周 期：



周期序数 起止元素 元素种数 核外电子层数

一 1H—2He

二 3Li—10Ne

三 11Na—18Ar

四 19K—36Kr

五 37Rb—54Xe

六 55Cs—86Rn

七 87Fr—118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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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序数 ＝ 核外电子层数

    元素周期表共有　 个横行，故元素周期表共
有　　个周期。　　　　　　

7

7



短周期

长周期

第七周期：32 种元素（含人造元素）

周期
（横行）

第一周期：2 种元素

第二周期：8 种元素  

第三周期：8 种元素

第四周期：18 种元素

第五周期：18 种元素

第六周期：32 种元素

周 期



    把最外层电子数相同的元素，按电子层数递
增的顺序由上而下排成纵列，每一个纵列叫做一
个族（8、9、10三个纵列共同组成第Ⅷ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⑵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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