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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材内容采用启发式教学，由浅人深，将有机精细合成化学与精细化工生产工艺紧密结合，重点介绍
了卤化、磺化、硝化、烷化、酰化、重氮化、氧化、还原、氨解、羟基化、缩合等有机精细合成反应
的基本原理、影响因素和相关生产技术；在相应的有机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实例中，按生产企业的实
际生产情况选择、组织教材内容，并适宜地加强基础，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知识，提高分
析、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和开发创新的能力。
    教材编写中注意尽力结合生产实际，介绍国内外近年来工业生产的最新进展。
尽量体现精细化工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以使读者对具有应用前景的实用生产技术有
较多了解。
在每章之前有学习指南，章末附有复习思考题，以便于帮助读者自学和理解。
    本书作为高职高专精细化工专业教材，也可作为应用化工类专业教材，还可作为精细化工企业技术
人员和企业员工培训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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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卤化技术　　（学习指南）　　本章重点介绍了几种有机化合物进行卤化反应的方法、基
本原理和工业应用。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卤化的定义、引入卤素的目的和重要的卤化剂；掌握引入卤素的方法、卤化的主
要影响因素、卤化反应典型的生产工艺过程及生产操作，　　第一节 概 述　　向有机化合物分子中
引入卤素（X）生成C—X键的反应称为卤化反应。
根据引入卤原子的不同，可分为氟化、氯化、溴化和碘化。
卤化有机物通常有卤代烃、卤代芳烃、酰卤等，在这些卤化物中，由于氯的衍生物制备最经济，氯化
剂来源广泛，所以氯化在工业上大量应用；溴化、碘化的应用较少；氟的自然资源较广，许多氟化物
具有较突出的性能，近年来人们对含氟化合物的合成十分重视。
　　卤化是精细有机合成中最重要的反应之一。
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除了生产氯和氟的有机单体（如氯乙烯、四氟乙烯）以及有机溶剂（四氯化碳
、二氯乙烷、氯苯等）和制冷剂（氟里昂）以外，在精细有机化工中，还广泛用来制备农药、医药、
增塑剂、润滑剂、阻燃剂、染料、颜料及橡胶防老化剂等产品。
　　向有机化合物分子中引入卤原子的目的如下。
　　①增加有机物分子极性，从而可以通过卤素的转换制备含有其他取代基的衍生物，如卤素置换成
羟基、氨基、烷氧基等，其中溴化物中的溴原子比较活泼，较易为其他基团置换，常被应用于精细有
机合成中的官能团转换；　　②通过卤化反应制备的许多有机卤化物本身就是重要的中间体，可以用
来合成染料、农药、香料、医药等精细化学品；　　③向某些精细化学品中引入一个或多个卤原子，
还可以改进其性能。
　　例如，含有三氟甲基的染料有很好的H晒牢度；铜酞菁分子中引入不同氯原子、溴原子，可制备
不同黄光绿色调的颜料；向某些有机化合物分子中引人多个卤原子，可以增进有机物的阻燃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精细化工生产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