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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20年来，生命科学的发展极为迅速，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到分子水平上。
作为生命科学的主干基础课程的有机化学，仅仅学习和掌握官能团的性质显然已不适应生命科学发展
的需要。
为此我们编写了《有机化学讲义》，并在南京大学医学院、生物系及环科系等专业的教学中试用，经
数年的教学实践，广泛听取意见，吸取国内外新知识、新资料，并不断修改，编写成本书。
　　本书首先介绍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第一章介绍价键理论、分子轨道理论、共振论及电子效应。
第二章和第五章介绍过渡状态理论和构象，第三章介绍顺反异构，第七章介绍对映异构，使有机化学
基本理论的教学贯穿始终，反复运用，融会贯通。
　　本书有关章节用较多篇幅阐述重要有机反应的机理，培养学生正确书写反应机理的能力，使学生
理解和掌握有机反应的本质，为学习和研究生命体中的化学变化规律打下扎实的基础。
　　近代物理方法红外光谱、紫外一可见光谱、核磁共振谱和质谱是测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快速且有
效的方法，对生物物质的结构解析也十分重要。
本书第十一章全面介绍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该章内容相对独立，可以根据教学要求提前或推迟讲授。
　　本书内容力求避免和生物化学等课程的内容重复，因此删去蛋白质和核酸的性质、结构以及生物
合成等内容，并把氨基酸内容放在含氮化合物一章。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这一门课程，我们在大多数内容的节后都安排一些思考问题，每章后面也
有一定数量的习题，书末附有部分问题和习题的解答提示或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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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化学（第2版）》第二版在第一版的教学实践和征求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第二版保持了第一版的体系和主要章节，即按官能团分类原则，以脂肪族与芳香族合并的体系编写。
全书共十八章，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物理性质、反应及其机理、立体化学、天然产物、有机
合成基础和测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物理方法。
《有机化学（第2版）》注重有机化学基本理论、反应和机理、合成方法与应用的阐述，同时也反映
有机化学的新发展、新成就。
各章均有一定数量的问题和习题，书末附有提示和参考解答。
　　《有机化学（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生命科学、药学、环境科学、精细化工等各专业的有机
化学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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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取代环己烷的构象五、二取代环己烷的构象六、十氢萘的构象5.5 脂环烃的制法一、碳烯与烯键
的加成二、环加成反应三、RCM关环反应习题第六章 芳烃6.1 苯的结构一、凯库勒式二、苯分子结构
的近代观念三、苯环的特殊稳定性四、苯的结构的表示方法6.2 单环芳烃的异构、命名及物理性质一、
单环芳烃的异构和命名二、单环芳烃的物理性质6.3 单环芳烃的化学性质一、录电取代反应二、加成反
应三、氧化反应四、侧链卤化反应6.4 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orientation）规律一、两类定位基*
二、定位规律的理论解释三、二元取代苯的定位规律四、定位规律的应用6.5 稠环芳烃一、萘二、蒽和
菲*三、其他稠环芳烃6.6 休克尔规律和非苯芳烃一、休克尔（HuckelE.）规律*二、非苯芳烃*6.7 芳烃
的工业来源一、煤焦油的分馏二、石油的芳构化习题.第七章 对映异构7.1 旋光性一、偏光二、旋光物
质三、比旋光度7.2 手性和对映异构7.3 对映异构体构型的标记与命名一、对映体构型的表示方法二、
构型标记方法7.4 含两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一、含有两个不相同的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二、含有两个
相同的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7.5 对映异构体的性质7.6 分子的对称性与手性一、分子的对称性二、旋光
性与构象三、环状化合物的对映异构*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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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体专一性反应⋯⋯第八章 卤代烃第九章 醇、酚、醚第十章 醛和酮第十一章 测定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方
法第十二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第十三章 取代酸和β-二羧基化合物第十四章 含氮化合物第十五章 芳杂环
化合物第十六章 碳水化合物第十七章 类脂、萜类和甾族化合物*第十八章 有机合成基础附录主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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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机化合物一般是含碳的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中除了含碳以外，含量最多的元素是氢，其次是氧、氮、硫、磷和卤素等，因此有机化合
物也被称作是碳氢化合物及它的衍生物。
但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酸、氢氰酸、硫氰酸及它们的盐等简单的碳化合物不属于有机化合物，
而被看作是无机化合物。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变化规律的科学叫做有机化学。
　　人类对有机化合物的认识是从动植物开始的。
最初是从动植物中提取有用的成分，例如从植物中提取染料、药物、香料等，继而用植物果实发酵酿
酒、制醋等。
到18世纪末，人们已能从动植物中得到许多纯粹的有机化合物，如酒石酸、乳酸、苹果酸、尿酸、吗
啡等等。
这些来源于动植物的化合物与来源于矿物的化合物相比，有显著不同的性质。
由于受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曾认为这些化合物是在生物体内“生命力”的作用下生成的。
因而称为有机物，意即有生机的化合物。
而把来源于无生命的矿物的化合物叫做无机化合物。
　　1828年，德国化学家韦勒（wohler F.）加热氰酸铵的水溶液得到了尿素。
这一发现说明有机化合物无须生物体内神秘的“生命力”的帮助也能生成。
随后许多有机化合物如醋酸、油脂等也在实验室和工厂从无机化合物制造出来。
但有机化合物这一历史性的叫法却沿用至今。
现在，人们不仅能合成自然界存在着的复杂的天然有机物，而且能合成自然界不存在但具有更好性能
的有机化合物。
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的主要起始原料是石油、天然气、煤及农、林、牧副产物中得到的简单的有机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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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合物结构，有机化合物性质，有机化学反应机理，有机化合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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