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
男爵

原文名 Jöns Jacob Berzelius

出生 1779年8月20日
瑞典韋瓦爾孫達

逝世 1848年8月7日（68歲）
瑞典斯德哥爾摩

墓地 瑞典索爾納教堂

国籍  瑞典

研究領域 化學

机构 卡羅琳學院
斯德哥爾摩大學

母校 烏普薩拉大學

博士導師 約翰∙阿夫塞柳斯

知名于 發現化學元素鈰、硒、矽、釷
測定各種化學元素的原子量
提出多個化學術語
發展元素符號系統

永斯∙贝采利乌斯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永斯∙雅各布∙貝采利烏斯男爵（瑞典語：Jöns Jacob Berzelius，
1779年8月20日－1848年8月7日），又譯贝采利乌斯、贝吉里
斯、柏濟力阿斯、貝齊里烏斯、白則里，是一位瑞典化學家。
他就讀烏普薩拉大學，獲得醫學學位後投身於研究工作，並先
後在醫學外科學院（卡羅琳學院前身）擔任教師（無薪）和教
授（有薪）。貝采利烏斯發現了鈰、硒、矽和釷這四種化學元
素，成功測定幾乎所有已知化學元素的原子量，提出了同分異
構物、聚合物、同素異形體和催化這些重要化學術語，提出了
近似現制的元素符號系統，還在化學教育、學術機構管理、礦
物學、分析化學作出貢獻；但是，他主張電化二元論和活力論
後來被確認是錯誤的。貝采利烏斯在1848年逝世，他被譽為現
代化學發展的關鍵人物之一、以及「瑞典化學之父」，在生前
以至死後均獲享多種榮譽及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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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至入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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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采利乌斯少年讀書像

貝采利烏斯出身於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瑞典家庭，但他渡過了艱難的童
年[1]。貝采利烏斯四歲時，他身為教師的父親因結核病逝；母親兩年後
帶着三個小孩再嫁給一名牧師，這名牧師是一個育有五個孩子的鰥
夫[2]。可是，貝采利烏斯的母親其後亦去世，淪為孤兒的他棲身繼父家
中；繼父是一名仁慈而有教養的人，貝采利烏斯得以在他家裡接受教
育[2][3]。後來繼父再娶，雖然繼父對貝采利烏斯一家的孩子和自已的孩
子予以平等對待，但繼母對待前者很差，更因不滿家中孩子太多而把他
們送走；貝采利烏斯長大後憶述，這段時候的他恐慌不安，而且童年沒
有快樂回憶[2][3]。

1793年，貝采利烏斯結束寄人籬下的歲月，到林雪坪就讀中學，同時為
一名富裕地主的孩子擔任私人導師，又在田間勞動，晚上在放了一袋袋
馬鈴薯的貯藏室裡睡覺[2]。在這段時期，貝采利烏斯得到老師啟發，又
閱讀生物學家卡爾∙林奈的作品，由此對自然歷史產生興趣，開始收集
植物和鳥類[2]。中學畢業後，貝采利烏斯不按養父母的意願成為牧師，
而決定修讀醫學；雖然他在成績表裡被評論為「品行欠佳」、「前景未
定」，但最終成功進入烏普薩拉大學的醫學院[2]。

入讀大學至成為教授

貝采利烏斯在1798年第一次上大學的化學課，結果他該年的期末考試結果幾乎不及格，不過物理成績良
好[2]。後來，贝采利乌斯發現化學教授約翰∙阿夫塞柳斯不會經常留在實驗室監視學生，開始私下到實驗室進
行各種實驗，例如從化學教科書學習回來的實驗，由此對化學產生深刻的興趣；阿夫塞柳斯獲悉後沒有責備
他，反而邀請他以正常途徑使用實驗室[2][4]。貝采利烏斯後來憶述，阿夫塞柳斯此後對他非比尋常地親善友
好和充滿信心[4]。在就讀大學時，貝采利烏斯讀到了亞歷山德羅∙伏打的伏打電堆，馬上自己製造一個；他對
電化學產生興趣，並在學位論文研究觸電對病人的影響[a][1]。此外，貝采利烏斯亦撰寫了數篇論文，其中一
篇的研究方法是對附近一處療養地的礦泉水進行化學分析，這論文獲出版，其餘的則不被瑞典皇家科學院接
受[5]。

1802年，貝采利烏斯大學畢業，獲得醫學學位，決定投身於研究工作[6]。他同年移居至斯德哥爾摩，成為醫
學外科學院（卡羅琳學院的前身）的無薪教師[7]。擔任無薪教師令貝采利烏斯有地方進行研究，卻要依靠父
母的小筆遺產來生活[2]。大概在這個時候，貝采利烏斯結識了同樣對化學有興趣的威廉∙希辛格[b]，他們兩人
一同進行研究，發現鹼和土會遷移至伏打電堆的負極，而氧氣、酸和被氧化物則會遷移至正極；1803年，兩
人發表論文，公開研究成果[c][2][8]。與此同時，貝采利烏斯進行多項科學研究，與希辛格發現了一種未知化
學元素的氧化物[8]。

貝采利烏斯沒有收入來源，只好為貧苦大眾行醫來維生，每年有66瑞典達勒的收入；他又打算與人合夥開設
製醋工廠，但合夥人躲債，令貝采利烏斯獨自負擔起債項[8]。此外，貝采利烏斯又與希辛格合作出版學術期
刊，以抗衡瑞典皇家科學院，這令貝采利烏斯陷入巨債[8]。

1807年，醫學外科學院的教授去世，貝采利烏斯被任命為他的繼任人[8]。隨着法瑞戰爭的爆發，醫學外科學
院教授被視為與軍官同等地位，貝采利烏斯作為教授的薪金也被提升至和平時期的兩倍[6][8]。贝采利乌斯後
來又成為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化學教授[9]。

貢獻

發現多種化學元素

贝采利乌斯對各種化合物均有興趣，因而發現了多種化學元素，它們分別是鈰、硒[d]、矽[e]和釷；在他的實
驗室進行研究的學生也曾經發現化學元素，包括鋰、釩以及幾種稀土金屬[1][10][11][1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Berzelius_Reseanteckningar_1903_frontespis.pn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90%E6%A0%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7%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0%A5%E5%A4%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9%87%87%E5%88%A9%E7%83%8F%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9%9B%AA%E5%9D%A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7%81%E4%BA%BA%E5%B0%8E%E5%B8%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88%B4%E8%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88%BE%C2%B7%E6%9E%97%E5%A5%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6%AD%B7%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8F%E6%99%AE%E8%96%A9%E6%8B%89%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AD%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4%84%E7%BF%B0%C2%B7%E9%98%BF%E5%A4%AB%E5%A1%9E%E6%9F%B3%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AD%B7%E5%B1%B1%E5%BE%B7%E7%BE%85%C2%B7%E4%BC%8F%E6%89%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6%89%93%E7%94%B5%E5%A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8C%96%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B8%E4%BD%8D%E8%AB%96%E6%96%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B8%E9%9B%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A6%E6%B3%89%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86%E6%9E%90%E5%8C%96%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E7%9A%87%E5%AE%B6%E7%A7%91%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6%AB%E5%AD%B8%E5%AD%B8%E4%BD%8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BE%B7%E5%93%A5%E7%88%BE%E6%91%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BE%85%E7%90%B3%E5%AD%B8%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8%81%E5%BB%89%C2%B7%E5%B8%8C%E8%BE%9B%E6%A0%B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9F_(%E5%8C%96%E5%AD%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7%E6%B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7%E5%8C%96%E8%BF%98%E5%8E%9F%E5%8F%8D%E5%BA%9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1%9E%E5%85%B8%E9%81%94%E5%8B%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8%E4%BC%99%E4%BC%81%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6%9C%AF%E6%9C%9F%E5%8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7%91%9E%E6%88%B0%E7%88%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BE%B7%E5%93%A5%E5%B0%94%E6%91%A9%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90%8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B8%E5%85%83%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8%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1%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B%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0%E5%9C%9F%E9%87%91%E5%B1%AC


一塊矽鈰石

1803年，贝采利乌斯與希辛格在一種紅棕色的稀有礦物質（現稱為矽鈰
石）發現了一種未知化學元素的氧化物[8]。這種未知元素有兩種不同氧
化數的氧化物，其中一種的溶液透明無色，另一種的溶液呈黃紅色；贝
采利乌斯覺得這種未知元素有特別之處，難以把它的氧化物置於其他已
知的土中[f][13]。他受兩年前發現的天體穀神星（Ceres）啟發，把新元
素命名為「cerium」（鈰）[14]。兩人很快就鈰的發現撰寫論文，送交
德國學術期刊《新化學總刊》（Neues allgemeines Journal der
Chemie）；編採人員同意把這論文刊登在期刊裡，但排期在馬丁∙克拉
普羅特同樣關於發現新元素的論文後出版[g][13][14]。1804年，《新化學
總刊》出版者阿道夫∙費迪南德∙蓋倫致函希辛格，把鈰的發現歸功於他
和贝采利乌斯，克拉普羅特按受這決定[14]。但是，另一名化學家路易
尼古拉∙沃克蘭斷言指，贝采利乌斯與希辛格發現鈰後把研究成果和樣
本交予克拉普羅特，後者再以自己的名義發表研究[15]。這指控激怒了
克拉普羅特，他寫了一封用詞憤慨的信給贝采利乌斯，質問他有否向沃
克蘭捏造欺世盜名的指控；贝采利乌斯行文謙遜地回覆了克拉普羅特，指自己尊重對方、故不會如此造謠，
此後得不到克拉普羅特的回信[16]。

贝采利乌斯在1817年發現硒，這是源於一家硫酸生產商的委託[17]。一所瑞典硫酸生產商發現，黃銅礦焙燒後
會在鉛室地面留下紅色沉澱物，這些沉澱物有腐爛蘿蔔的異味，引起員工和僱主的關注，因此委託贝采利乌
斯和约翰∙戈特利布∙甘恩研究這些沉澱物[18]。克拉普羅特早前已認定異物由碲產生，但贝采利乌斯不認為沉
澱物有存在碲的迹象，而是有一種性質與碲很相似的未知物質；由於碲（tellurium）這個名稱源自「tellus」
（意指地球），贝采利乌斯以代表月球的希臘文詞語「selene」命名這未知物質，把它命名為「selenium」
（硒）[18]。贝采利乌斯在他寫給克勞德∙貝托萊的書信中簡介了提取硒的方法：首先把大量上述的沉澱物溶解
在由濃硝酸和濃鹽酸按1:4混合而成的王水裡，加入硫酸，再把以上步驟產生的硫酸鉛過濾走；把這些硫酸鉛
與硫化氫混合，產生銅、汞、錫、砷和硒的混合物；然後把混合物加到王水，以鹼中和，把以上步驟產生的
重金屬氧化物過濾走，將濾液加熱至乾燥、通紅；最後，在剩餘的溶液加入氯化銨，並把此混合物加熱至所
有氯化銨已蒸發，從而以氨在亞硒酸鈉中分解出硒[18]。

1824年，贝采利乌斯把氟矽酸鉀與鉀一同加熱，但這樣做的產品含有雜質矽化鉀；因此，他把產品加在水中
攪拌，令其與水發生化學反應，從而獲取純度較高的矽[11]。贝采利乌斯同年在自己製造的樣本觀察到矽原子
和碳原子之間存在化學鍵，並就此發表論文，因此他很可能是首個合成出碳化矽的人[19]。

贝采利乌斯曾在1815年發現與另一種金屬氧化物相似的「未知氧化物」，並以北歐神話雷神托爾（Thor）命
名構成這種「氧化物」的未知化學元素，把它命名為「thorium」（釷）；但是，他發現的物質被證實不是未
知化學元素的氧化物，而是磷酸釔[20]。1819年，礦物學教授延斯∙埃斯馬克無法辨別兒子莫滕∙特拉内∙埃斯馬
克交給自己的礦物質[h]，把樣本交給贝采利乌斯進行化學分析；贝采利乌斯發現樣本含有60%的未知氧化物，
其後在一份出版於1829年的刊物公開此發現，並重新使用「釷」這個名稱來命名構成上述未知氧化物的化學
元素[20]。

測定準確的原子量

約翰∙道爾頓提出原子理論中的倍比定律後，贝采利乌斯認為現存數據的準確度並不足以令理論能用於實際，
因此決定進行大量分析，來確定理論的真實性[21]。

如果要通過這些理論來闡釋化合物的构成，測定精確的原子量和分子量至關重要；而測定化合物質量的方法
是，先找出該化合物內原子的數量，然後量度單個原子的相對重量[21][22]。量度氣態物質的質量較易，只需
要計算用以產生該物質的反應物之體積比[i][21]。對於測定鹽（酸和鹽基發生中和反應產生的離子化合物）的
質量，贝采利乌斯提出，源自酸的氧原子數量是源自鹽基的氧原子數量的倍數；經驗也顯示，氧原子與其他
原子只會以幾種比例構成氧化物，從而限制了可能比例的數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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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兩種同素異形體

雖然道爾頓主張以氫原子作為基準，但贝采利乌斯選擇以氧原子的質量為基準，這是因為他主要通過分析氧
化物來測定原子量，而且氧化物比氫化物更常見；他把100訂為氧的原子量，當要計算金屬氧化物的質量，就
把金屬的原子量加上100或其倍數[21]。由於英格蘭等地的慣例是以氫原子作為基準，贝采利乌斯有時亦會這
樣做，但他會把兩個氫原子的質量訂為一[21]。

贝采利乌斯花了十年時間來測定原子量和分子量，在1818年發表了研究成果，又在1826年發表準確度更高的
數據；就這樣，他測定了幾乎所有已知化學元素的原子量[1][22]。在出現新的實驗證據後，贝采利乌斯會按照
證據來調整測量出來的原子量[21]。

提出多個化學術語

贝采利乌斯提出了同分異構物、聚合物、同素異形體和催化這些重要化
學術語[23][24][25]。

1833年，贝采利乌斯提出把分子式相同、但結構不同的化合物稱為同分
異構物（isomer，意指「相等的部分」）[23]。1841年，贝采利乌斯審
視物理學家莫里茨∙路德維希∙弗蘭肯海姆的研究，看到他把碘化汞的熱
致變色、單斜硫與菱形硫的轉變列為同分異構的例子；他進而提出把實
驗式相同、但分子量不同的化合物稱為聚合物（polymer，意指「很多
部分」）[j]，並把構成化合物之原子的排布不同這一情況稱為同色異
譜[k][23][24]。但是，贝采利乌斯認為上述兩個術語均不能解釋同一化學
元素的兩種形態之間的差異[l]，於是提出了同素異形體這一術語[24]。

贝采利乌斯很可能史上首次把催化確認為一個廣泛自然現象[25]。他曾
寫道，有些物質可以在其他物質上進行與後者化學親和力很不同的動

作，從而導致後者分解和重組，自己卻沒有出現變化[25]。由此，贝采利乌斯提出了「催化力」的存在，並把
這種力量導致的分解稱為「催化」[25]。

發展元素符號系統

道爾頓在出版物中以圖像符號標示原子，不少化學家對此做法有保留[26]。生物學家林奈為每種動植物指定具
權威性的拉丁文名稱，贝采利乌斯承襲此做法來制定元素符號系統[27]。他把化學元素拉丁文名稱的第一個字
母改為大楷字母[m]，用作化學符號；如果一種元素的拉丁文名稱第一個字母與另一種元素的一樣，贝采利乌
斯會在該字母後加上一個小楷字母，作為其中一種元素的化學符號，從而區別它們[27]。

訂定各元素的符號後，贝采利乌斯嘗試為化合物建立能夠顯示構成它的元素、以及其化學性質的標示方
法[27]。他和其他科學家用了數年時間調整標示化合物的系統，起初提出在元素符號上放置上標來標記該種原
子在化合物的數量[n]，其後又提出在元素符號上加點來表示氧原子、從而標示氧化物的構成[o][27]。

贝采利乌斯提出的元素符號系統起初不受學界青睞，甚至受到道爾頓的反感，連贝采利乌斯自己都不敢在自
己的出版物裡大規模地使用這些符號，後來漸漸得到接受[27]。現在使用的元素符號系統和化合物標示方法基
本上與贝采利乌斯的一樣，不過某種原子在化合物的數量會寫在下標而非上標[1]。

其他貢獻

贝采利乌斯撰寫的化學教科書在他身處的時代被視為標準教材，並被廣泛翻譯至其他語言；這些教科書當
中，有些包含他自己進行分析而採集得來的數據，有一本描寫和繪畫了他製備的試劑與實驗室設備，為世界
各地的實驗室提供了基本實驗器材的典範[1][2][28]。贝采利乌斯亦被評論為一名有效的學術機構管理者，曾被
形容為「瀕死」的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贝采利乌斯擔任常务秘书近三十年後重新活躍起來[1][2]。他發表了超過
250份回憶錄，以及27卷關於物理和化學研究進展的年度報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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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采利乌斯撰寫的教科書裡，一張
描繪各種實驗器材的圖片

贝采利乌斯在礦物學也有研究，他把礦物質按化學成份分類，而非依照
過往的做法來按晶體種類分類[1]。他又為了進行化學測試而開發了不少
至今仍被使用的分析方法，例如用氫氟酸分解矽酸鹽、用氯分離金
屬[29]。

治學作風

贝采利乌斯是一名嚴格的經驗主義者，堅持任何新的理論需與化學知識
一致[30]。他認為，化學家應該從已知領域出發到未知；除非另有證
據，否則應使用已证實可靠的方法探索新領域[31]。此外，贝采利乌斯
勤奮工作的能耐極大，被形容為「難以置信的能量」，而且總是會按計
劃工作，其辦事方式被認為遠比另一位化學家漢弗里∙戴維有系
統[1][32]。贝采利乌斯一般待人仁慈，工作的時候說很多話，只會在頭痛發作、出外旅行和撰寫年鑑時缺席工
作[33]。

已知的錯誤主張

贝采利乌斯主張電化二元論，即使這理論一度備受批評，他仍是畢生堅持[6]。電化二元論認為，原子帶有電
荷，化學結合是電荷相反的原子相互中和的結果；贝采利乌斯以此理論解釋化學反應和化合物性質[31]。起
初，贝采利乌斯在歐洲化學界佔主要地位，他對電化二元論的研究為他贏得了權威，此理論曾是歐洲最成功
的化學理論[34]。但是後來，年輕化學家奧古斯特∙羅朗在博士論文中批評電化二元論，又寫信給贝采利乌斯，
力勸他承認基於「分子內的原子排布影響化合物的性質」這一主張的解釋架構的優處，兩人其後就這些議題
爭論[35]。不認同電化二元論的意見指出，在這理論之下，不同的化學反應會為同一種物質提出不同化學
式[36]。根據現在的科學知識，原子有相同數量的質子（帶有正電荷）和電子（帶有負電荷），因此是電中性
的[37]。

和當時的幾乎所有人一樣，贝采利乌斯信奉活力論；活力論認為，生命系統具有一種非生命系統欠缺的「生
命力」，因此不可能在實驗室人工合成出生物製造的化學物質[38][39]。他在1807年首次使用有機化學這詞，
把這概念用作形容「對源自生物的物質之化學研究」[38]。但是，贝采利乌斯的學生弗里德里希∙維勒成功人工
合成尿素，並向贝采利乌斯寫信告知此發現，掀開了活力論消亡的序幕[38]。現在，有機化學被定義為對含碳
化合物之結構、性質、構成、化學反應和製備的研究，範圍包括符合此定義的人造物質[40]。

晚年生活及逝世

贝采利乌斯在科研工作以外的生活相對較平靜，他在晚年四出旅遊，在1832年因視力和記憶力衰退而退休，
但此後仍然對研究工作有興趣；1835年，他迎娶了朋友的女兒伊麗莎白∙波皮烏斯[27][41]。

贝采利乌斯經常向德國化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主編的期刊投稿，但李比希會忽略他不認同的部分，或是頻
繁地給予意見，這激怒了贝采利乌斯；當時，贝采利乌斯也正在與麥可∙法拉第和讓巴蒂斯特∙杜馬爭執[32]。
此後，贝采利乌斯的健康急劇惡化，出現痛風和內出血，下肢癱瘓；1848年8月7日，他坐在輪椅上閱讀的時
候與世長辭[32]。贝采利乌斯的墳墓位於索爾納教堂的教堂墓地[42]。

榮譽及紀念

贝采利乌斯被譽為現代化學發展的關鍵人物之一[2]。他在1808年被瑞典皇家科學院選為成員；1843年，瑞典
皇家科學院成員內部舉行籌款，委託畫家奧洛弗∙約漢∙瑟德爾馬爾克為贝采利乌斯繪製肖像畫，捐款者把這幅
畫像作形容為科學院不能讓與的資產，提議把畫像掛在科學院的大廳[22][43]。1836年，皇家學會向贝采利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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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采利乌斯在索爾納教堂的墳墓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
源：永斯∙贝采利乌斯 (https://co
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
ory:J%C3%B6ns_Jacob_Berzeli
us?uselang=zhhans)

斯授予科普利獎章，以表揚他把定比定律應用於判定礦物質的構
成[44]。此外，贝采利乌斯在1818年被卡爾十四世∙約翰冊封为贵族，後
在1835年受封為男爵[22]。

瑞典斯德哥爾摩的諾瑪姆斯托格廣場附近有一座以贝采利乌斯命名的貝
采利公園，內有1858年建成的贝采利乌斯雕像[45][46]。以他命名的事物
還有林雪坪的貝采利烏斯學校[47]。瑞典把贝采利乌斯稱為「瑞典化學
之父」，把每年8月20日訂為「贝采利乌斯日」，也曾發行以他為題的
郵票[48]。

參註

註釋

a. ^ 在此研究中，研究對象的病況並沒有出現好轉。
b. ^ 希辛格的身份有爭議，一說為礦主，一說為鑄造場擁有者。
c. ^ 這篇論文顯示了導致贝采利乌斯後來提出電化二元論的意念，比漢
弗里∙戴維關於同一主題的論文更早發表，但後者被認為更重要。

d. ^ 贝采利乌斯有可能不是硒的真正發現者，因為生於13世紀的阿诺
德∙诺瓦在著作中提及一種名為「紅硫」的物質，科學史家費迪南
德∙霍弗認為「紅硫」可能與贝采利乌斯分離出硒的物質屬於同一
種類。但是，即使這說法屬實，贝采利乌斯仍是首個分離出硒、
並指出其特質的人。

e. ^ 约瑟夫∙路易∙盖吕萨克和路易∙雅克∙泰納爾曾製造純度很低的矽，也不知道製造出來的物質就是矽。因此，矽
的發現還是歸功於贝采利乌斯。

f. ^ 這是因為鈰是第一種已知鑭系元素。
g. ^ 其實克拉普羅特也是發現了鈰，而編採人員收到這兩份稿件的次序不詳。
h. ^ 這種礦物質後來被命名為釷石。
i. ^ 這是因為贝采利乌斯認為，兩種體積相等、處於同一溫度和壓強的永久氣體含有相同數量的原子。
j. ^ 聚合物這術語的意思最終演變為分子量非常大的化合物，重一萬至十萬克每摩爾。
k. ^ 現時，此術語已近乎棄用。
l. ^ 這是因為當時的化學家相信化學元素是單原子的。
m. ^ 贝采利乌斯採用已有的化學元素拉丁文名稱，或者自行創造拉丁文名稱。
n. ^ 按照這種標示方法，二氧化硫寫作「SO2」。
o. ^ 按照這種標示方法，二氧化硫寫作「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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