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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有机化学系列成果之一
。
　　本书第一版自2004年出版以来，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
见。
本书编者吸纳了师生的意见，对第一版进行了修订与充实。
本书在保持第一版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教学内容的研究与改革，充分体现有机化学与生命科
学紧密结合的特点，在展现研究型教与学的特色方面，特别编写了基于问题式教学（problern-based
learning）内容，这是一种新的尝试，目的是让学生对科学问题有较深入的思考，改善学习和思维方式
，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陈长水教授（第一、十六章），徐胜臻讲师（第二章），马敬中教授（第
三、九章），刘汉兰教授（第四、五章），曾凡斌讲师（第六章），马宗华讲师（第七章），岳霞丽
副教授（第八、十五章），曹敏惠讲师（第十章，并协助主编统稿），朱书奎副教授（第十一章），
宁丽红讲师（第十二章），李雪刚副教授（第十三章），周嫒媛讲师（第十四章），江洪副教授协助
主编修改、整理并编写书中部分问题式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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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化学》是，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内容与教育部编制的全国农林院校考研大纲吻合。
　　全书共十六章，主要内容包括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立体化学、天然产
物化学、化学反应机理以及测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物理方法。
书中基本概念和理论简明易懂，各章前面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可使读者快速和清晰地了解本章的基本
内容和关键问题。
《有机化学》特别编写了基于问题式教学内容，有利于学生改变学习和思维方式，加强对科学问题的
深入思考。
为了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各章都编有一定数量的习题和思考题，供
学生学习时参考。
书末还附有索引以供查阅。
　　《有机化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农、林、水、生物学科等各专业本科生的有机化学教科书，也可供
其他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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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一、有机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
（Organic-compotmd）一般是指含碳元素的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中除含碳元素外，绝大多数含有氢，常见的元素还有氧、氮、硫、磷和卤素等，因此有机
化合物也称为碳氢化合物和它们的衍生物（derivative）。
但是含碳元素的化合物并不都是有机化合物，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酸、氢氰酸、硫氰酸及它们
的盐等仍属于无机化合物。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能、制备及应用的科学称为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化合物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早期人类对有机化合物的认识是从有生命的动植物开始的，并
知道如何通过对这些动植物的加工获取有机物，例如，从植物中提取香料、染料、药物等，用大米或
果汁酿酒等。
19世纪初，随着人们对自然界不断深入的探索，化学家们已能从动植物中分离出许多纯粹的有机化合
物，如酒石酸、苹果酸、吗啡、乳酸等。
当时由于这些物质都是取自于有生命的动植物体内，而且这些化合物的性质与从无生命的矿物中获得
的物质有差别，限于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科技水平，化学家们把取自于有生命的动植物体内的物质称为
有机物，而将从无生命的矿物中得到的物质称为无机物。
并将有机物与无机物截然分开，同时将有机物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认为有机物只有在生物体内“生
命力”（vitalforce）的作用下才能产生和形成，而不能人为地将无机物转变为有机物。
这种“生命力”学说的错误观念，严重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
直到1828年德国化学家韦勒（F．W6hler）首次在实验室由氰酸铵（无机物）制得了尿素（有机物）。
这种“生命力”学说才有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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