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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彭安顺主编的《有机化学》教材以“整体优化”、“内容更新”为基准，本着“提纯经典、涉足前沿
、注重基础、强化实践、贴近生活”的原则，在知识体系构架上按官能团分类化合物，涵盖了各类有
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性质、制备、反应机理知识模块。
整个内容力求体系完整、层次清晰、论述有据、突出实用、深入浅出、前后呼应。
以适应创新应用型人才地培养目标。
教材各章节较详细地分析了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征，介绍了各类官能团的典型反应和机理，突出结构
和性质的依存关系，注重有机化合物结构及反应的类比、串联和归纳，有利于学生一体化地掌握知识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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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临沂大学优秀校本教材》总序 韩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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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有机化合物及有机化学
 1．2 有机化学发展史
 1．3 共价键的基本属性和有机反应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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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第二章 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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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烷烃分子的结构
 2．3 烷烃分子的命名
 2．4 烷烃分子的构象
 2．5 烷烃的性质
 2．6 烷烃的卤代反应历程
 2．7 烷烃的来源和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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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烯烃的制备
第四章 炔烃与二烯烃
 4．1 炔烃
 4．2 二烯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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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芳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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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环状化合物的立体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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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不舍手性碳原子化合物的对映异构
 7．7 外消旋体的拆分
 7．8 化学反应中的立体化学
第八章 卤代烃
 8．1 卤代烃的分类和命名
 8．2 卤代烃的性质
 8．3 饱和碳原子上的亲核取代反应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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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卤代烃的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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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醛、酮的结构与光谱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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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醛、酮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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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油脂、蜡和碳酸衍生物
第十四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
 14．1 硝基化合物
 14．2 胺
 14．3 烯胺的生成及应用
 14．4 重氮和偶氮化合物
第十五章 周环反应
 15．1 周环反应和分子轨道对称性守恒原理
 15．2 前线轨道理论
 15．3 能级相关理论
 15．4 芳香过渡态理论
第十六章 杂环化合物
 16．1 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16．2 五元杂环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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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六元杂环化合物
 16．4 稠杂环化合物
 16．5 生物碱
第十七章 糖类
 17．1 单糖
 17．2 二糖
 17．3 多糖
第十八章 氨基酸、蛋白质和核酸
 18．1 氨基酸
 18．2 蛋白质
 18．3 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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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种卤代烃的消除活性也比较高。
 （2）卤素种类 当烃基相同，而卤素种类不同时，消除反应的活性顺序为： RI>RBr>RCl 不管是E1机
理，还是E2机理，卤原子总是带着电子对离开中心碳原子，所以有较好离去基团的碘代烃，其消除活
性最高。
 （3）碱试剂 只有E2反应与试剂的碱性强弱、浓度高低有关，高浓度的强碱试剂可提高E2反应的速度
。
E1反应不受试剂的碱性和浓度的直接影响。
 （4）溶剂 E1反应中C—X键的解离受溶剂的影响比较明显，极性较大的溶剂可提高El反应的速度，而
对E2反应是不利的。
 卤代烃的消除反应在机理的选择上主要受以上诸因素的影响。
从卤代烃的结构看，叔卤代烃倾向于E1机理，伯卤代烃倾向于E2机理，仲卤代烃居中，但比较倾向
于E2；高浓度的强碱有利于E2，而较低浓度的弱碱则有利于E1；高极性溶剂有利于E1，低极性溶剂有
利于E2。
改变反应条件，可使某种卤代烃的消除由一种机理转向另一种机理。
 3.消除反应的取向 当消除反应可能生成两种烯烃异构体时，究竟哪一个异构体占优势呢？
这就涉及消除反应的取向问题，消除反应的取向与反应历程有关。
 在E1历程中，离去基团离去生成碳正离子的一步是决定反应速率的步骤，第二步C—H键的断裂是决
定反应取向的步骤。
第二步所需的活化能比第一步小，且与产物烯的相对稳定性有关，产物的组成粗略地反映了烯的相对
稳定性，见图10一3。
双键上含烷基最多的烯烃其共轭效应最强，稳定性大，位能低，其对应的第二步反应的过渡态的位能
也较低，反应活化能较小（如图10—38曲线所示），反应速率较快，因而在产物中所占的比例也较大
，于是在产物中以扎依采夫烯为主，所以E1反应的择向遵守扎依采夫规律。
 E2反应的择向与其过渡态紧密相关，在E2反应中，过渡态已具有双键性质，因此在产物中可使烯烃稳
定的因素也应使其相应的过渡态稳定，如下列过渡态（Ⅰ）比过渡态（Ⅱ）有较大的超共轭效应，过
渡态（Ⅰ）就较稳定，形成时所需的活化能小。
因此，E2反应主要生成碳一碳双键上烷基取代较多的扎依采夫烯烃，例如，2—溴戊烷脱溴化氢生成
的2—戊烯比1—戊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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