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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化学是化工、能源、材料、食品、生物、制药、环境等学科的重要基础。
本书以工科院校中这些学科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应掌握的有机化学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为框
架编写，力求做到知识新颖、体系完整。
　　有机化学的基本内容由结构、反应和合成三部分组成，因此本书对每一类物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结构、反应和合成三个方面。
在编排上采用官能团编排的方式，突出有机化合物官能团对化合物性质的重要性。
针对难点内容，本书选编了适当的例题，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及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尽管有人认为对有机化学反应机理的学习易分散在各章节之中，但我们认为反应机理分类是比较严格
的，过于分散易造成概念上的偏差，因此本书把反应机理的研究集中于一章讨论，各反应机理的应用
也会出现在有关章节。
另外，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波谱分析也分别设为独立章。
　　本书由合肥工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安徽建筑工程学院、安徽工程大学的有机化学教师共同编
写。
编写分工如下：王文平（第1、4、6章），李有桂（第2、3、8、10、14、16、19章），夏静静（第4
、17、2l章），丁纯梅、丁玉洁（第5章），张泽（第7章），宋庆平（第9章），袁仕祯（第11章），
柴多里（第12、13章），王芬华、李芳（第15章），黄智敏（第18章），高建纲（第20章）。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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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化学》重点阐述了有机化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反应和基本理论，强化其结构与性质之间的
关系，并介绍了学科前沿及学科交叉知识等。
《有机化学》共21章，在内容编排上把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及有机化学反应机理设为单独的章节进行介
绍，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
按官能团采用脂肪族和芳香族混编体系。
各章后配有习题。
　　《有机化学》可作为工科类普通高等院校化学、化工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教师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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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机”这个名称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当时，人们根据化合物的来源把它们划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两大类：从矿物中得到的化合物称为无机
物，而从动、植物有机体中得到的化合物称为有机物。
远在几千年前，人类就能够加工和利用许多有机物质，如酿酒、制醋、造纸、使用中草药医治多种疾
病等，但这些有机物都是不纯的。
直到18世纪末期，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才从动、植物中取得一系列较纯的有
机物质。
例如，1773年罗勒（Roulle）首次从哺乳动物的尿中取得纯的尿素，随后人们又从葡萄汁中取得酒石酸
，从柠檬汁中取得柠檬酸，从尿中取得尿酸，从酸牛奶中取得乳酸，从鸦片中取得吗啡等。
当时人们还不能从本质上认识有机物，对于有机物在有机体中如何形成尚缺乏认识。
有些学者认为有机物只能在生物体中神秘的“生命力”的影响下制造，无论如何不能用人工的方法由
无机物合成，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力”论，它严重地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
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人们终于用人工方法由无机物合成了一些有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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