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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合理地选择和组织教材内容，努力做到少
而精，以适合在职从业人员业余学习和自主学习，同时也适用于少学时的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使用。
　　本书编写以有机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主，同时兼顾最新的有机化学进展，全书共分10章。
本书编写中为了便于学生及时自我检查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在正文中结合有关知识点增加了思考题
目。
每章后的习题紧扣每章知识点，并在书后配参考答案，这些习题是作者通过查阅文献编写的，在此对
所选用文献的作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中外文文献，以及网络上的教学资源，如果在我们的参考文献中有
所疏漏，敬请有关作者谅解并请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再版时更改。
　　该教材由任玉杰教授编写1～6章，许胜副教授编写7～10章，全书的统稿由任玉杰教授完成。
荣国斌教授精心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改进意见。
高健宝副教授对本书的编写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同时感谢华东理工大学有机化学教研组全体教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
感谢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对本书编写的支持。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感谢读者对本书中存在的疏漏给予批评指正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有机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主，同时兼顾最新的有机化学进展，全书共10章。
为了便于学生及时自我检查所学知识，在正文中结合有关知识点增加了思考题目，每章后的习题在编
写时力求紧扣每章知识点，并在书后配有思考题及习题的参考答案。
    本书可供在职从业人员业余学习和自主学习有机化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化学、化工、生工等相关
专业少学时有机化学的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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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 有机化合物的系统命名　　IUPAC命名法是一种系统命名有机化合物的方法。
该命名法是由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简
称IUPAC）规定的。
其前身是1892年日内瓦国际化学会的系统命名法。
中文的系统命名法是中国化学会在英文IUPAC命名法的基础上，结合汉字的特点于1960年制定的
，1980年根据1979年英文版进行了修订。
根据IUPAC命名法及1980年中国化学学会命名原则，按各类化合物分述如下。
　　1.6.1 烷烃的系统命名原则　　第一，选择最长的连续碳链作为母体，把支链烷基看作是母体的取
代基，根据主链的碳原子数称“某基某烷”。
当存在两条等长主链时，则选择连有取代基多的那条主链为母体。
　　第二，母体确定后，将母体中的碳原子从最接近取代基的一端（即取代基所处位次应尽可能小）
开始，依次给予编号。
　　第三，当对主链以不同方向编号，得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编号系列时，需遵循“最低系列”
编号原则，即顺次逐项比较各系列的不同位次，最先遇到的位次最小者定为“最低系列”。
　　第四，当支链较为复杂时，可将支链从和主链连接的碳原子开始编号，并将支链名称放在括号中
。
　　第五，在书写化合物名称时，应将简单基团放在前，复杂基团放在后，相同基团应予以合并。
例如　　1.6.2 烯烃的系统命名原则　　烯烃的命名与烷烃相似。
　　第一，选择包含碳碳双键的最长碳链作为母体，在母体上的支链作为取代基。
　　第二，母体确定后，碳原子的位次从最接近碳碳双键的一端开始，先数到的双键碳原子的编号作
为双键的位次号，根据此顺序标出取代基的位次。
　　第三，当分子中含有多个双键时，应该选择包含最多双键的最长碳链作为母体，并分别标出各双
键的位次，以中文数字一、二、三等来表示双键的数目，称为几烯。
　　第四，在书写化合物名称时，取代基写在前，随后标出双键的位次（简单的1-烯烃可省略“1”）
，最后根据母体碳原子数称为某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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