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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6章，主要论述饱和烃、不饱和烃、芳烃、卤代烃、醇、酚、醚、醛和酮、羧酸及衍生物、含
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蛋白质及核酸等的结构、性质、重要的化学反应及机
理。
对立体化学、周环反应、波谱技术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及绿色化学和有机合成基础等也进行了论述。
每章有习题，书后附索引。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材料、生物、制药、化工、环境等工科近化学类专业有机化学基础课教材，也
可供相关专业选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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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6章 绿色化学和有机合成基础16.1 绿色化学和有机合成有机合成是用化学方法将简单有机物转化为
较复杂且更有应用价值的有机物的过程。
有机合成也是有机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1882年韦勒（F.Wohler）成功地从无机物氰酸铵合成有机物尿素为标志，一百多年来，有机合成为
我们提供了无数结构神奇、富有各种应用价值的化合物，不仅为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有机合成化学也在与化学学科内外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不断地
发展，成为许多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发现和发明的源泉，对化学学科以及生命科学、材
料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以传统的合成方法所建立起来的传统合成工业，在为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医疗、保健等方
面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其所涉及的生态、环境、资源、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愈来愈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有机合成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化学家提出了传统“污染一治理”不同的“绿色化学”的概念。
“绿色化学”的目标要求任何一个化学的活动，包括使用的化学原料、化学和化工过程，以及最终的
产品，对人类的健康和环境都应该是友好的。
具体来说，绿色化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1）防止污染的产生优于治理产生的污染；
（2）原子经济性原则；（3）只要可行，应尽量采用毒性小的化学合成路线；（4）更安全的化学品的
设计应能保留其功效，但降低毒性；（5）应尽可能避免使用辅助物质（如溶剂、分离剂等），如用
时应是无毒的；（6）应考虑到能源消耗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并应尽量少地使用能源；（7）原料应
是可再生的，而非将耗竭的；（8）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衍生化步骤；（9）催化性试剂（有尽可能好的
选择性）优于当量性试剂；（10）化工产品在完成其使命后，不应残留在环境中，而应能降解为无害
的物质；（11）分析方法必须进一步发展，以使在有害物质生成前能够进行即时的和在线跟踪及控制
；（12）在化学转换过程中，所选用的物质和物质的形态应能尽可能地降低发生化学事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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