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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从事不对称合成的有机化学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手头有一批高效能高选择性的手性催化
剂。
而酶这一类生物来源的手性催化剂所具有的高选择性、高反应速度与温和的反应条件的特性，常常会
使某些有机反应得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译者在研究工作中对此有深切的体会。
事实上，酶在有机合成的学术研究和工业（例如制药工业）生产中成功应用的例子已不鲜见。
它能使合成路线大为简化，也能提供高产率和高ee值。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有机溶剂中或在水一有机二相体系中进行酶催化的有机反应，更为酶进
入不对称有机合成打开了一扇大门。
　　然而，不少有机化学家还不习惯或不知道如何将酶应用到他们的反应中。
为解决这一问题，译者翻译了本书。
本书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共三章，分别介绍了酶的催化原理、提高酶选择性的手段以及寻找新酶的方法。
第二部分共七章，按反应类型分别介绍相关酶的应用。
本书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很适合有机化学家参阅。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你会发现，大自然通过千万年的演化和选择，为我们准备了一大批生物催化
剂——酶，它们正等待着我们的召唤。
这正是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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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了现有的可用来解决现实合成问题的大多数生物催化方法，因此对于合成化学、精细化工以
及制药领域特别有用。
本书各章的介绍都力求作到全面而清晰，以便使它成为有志于进入这一迷人而又有用的研究领域的本
科生和博士生乐于使用的信息来源。
编者相信，本书既可以是学习参考书又可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案头参考书。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方法学，第二部分是合成应用。
第一部分包括三章，集中讨论改进已有的生物转化的立体化学效果的不同方法。
第一章叙述通过改变反应介质来改进生物催化剂的立体化学效果的各种策略。
第二章叙述通过定向进化技术产生新催化剂来改善酶催化的选择性。
第三章叙述用来发现具有更优良性质的酶的各种方法。
第二部分所占篇幅比较大，是按照酶催化或概念上特别的途径进行的反应类型来组织的。
因此，第四章介绍动态动力学拆分，这是一个克服经典拆分的50％最高理论产率的好方法。
第五章讨论另外两个概念上有趣而且实用的方法，即去消旋化反应和对映汇聚过程。
第六章介绍酶在羧酸衍生物、醇和环氧化合物的转酯化反应以及水解反应中的最新应用，这些是酶在
有机合成中应用最广的反应。
在第七章，编者试图汇集酶在胺的拆分和酰胺合成中的最新进展。
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叙述能得到感兴趣的对映富集的手性化合物的还原反应和氧化反应。
此外，还特别介绍了反应过程所需要的辅因子再生的各种方法。
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用酶来形成C—C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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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1前言　　还原反应是最重要、最基本和最实用的反应之一，例如，酮的还原得到手性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能够转化为具有不同官能团的适当的化合物以合成如药物、农用化合物和天然产物等工业
上重要的化合物。
用于不对称还原的催化剂可被分为两类：化学类和生物类。
它们各具特色。
为了促进绿色化学，必须同时发展这两类催化剂以便为各种具体的反应目的选择合适的催化剂。
例如，生物催化具有生态性、高化学选择性、高区域选择性和高对映选择性，并且在温和反应条件下
具有活性等许多优点。
本章将介绍用于提高酶促还原反应的反应活性和选择性的新方法学。
还要讨论酶促还原的合成应用。
　　8.2用于辅酶再生的氢源　　用于羰基还原的酶通常需要辅酶，通过它将氢转移到羰基。
由于底物的还原伴随着辅酶的氧化，而辅酶如果作为用后即弃的试剂又太昂贵，因此辅酶必须从其氧
化态再生并循环使用Ⅲ。
辅酶的氧化态必须被转化为还原态以便用于底物还原的下一个循环。
氢源对还原反应是必需的。
在生物催化还原中，可使用醇（例如乙醇和2-丙醇）、糖（例如葡萄糖、葡萄糖-6-磷酸和葡萄糖-6-硫
酸）、甲酸和氢气作为氢源。
本节将举一些例子。
　　8.2.1醇作为还原反应的氢源　　醇（例如乙醇、2一丙醇等）已被广泛用于醇脱氢酶催化的还原反
应中辅酶的循环，这是因为这种酶既催化还原反应又催化氧化反应。
通常，使用过量的氢源来推动平衡向生成产物醇的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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