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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螺共轭效应（spiroconjugation effect）和异头效应（anomeric effect）是有机化学中特殊的立体电子
效应。
在非线性光学材料、有机导体、有机光致变色材料、有机发光材料、新型有机染料、医药、农药以及
分子开关、分子导线等高科技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书中读者会发现在特定的结构中，相互垂直的双键也可以发生共轭作用，从而找到在糖类或环己烷
的构象中有时是较大基团在直立键上稳定的原因。
这些与经典理论不同的理论可以启示我们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一些新的思路可能孕育其
中，这对理解有机反应的机理、预测反应产物的结构以及生理活性与结构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并
能达到相当高的准确性。
出于E述考虑，特将作者多年的积累和最近几年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加以总结，以期与读者共
享。
　　全书共分8章，第1章叙述异头效应的基本知识，第2章介绍常见化合物中的异头效应，第3章介绍
异头效应在有机化合物巾的应用，第4章介绍存在异头效应的螺环农药和医药，第5章介绍存在异头效
应的螺环缩酮化合物，第6章介绍有机化合物中的螺共轭效应；第7章介绍螺共轭效应的应用，第8章介
绍螺环化合物的命名与合成方法。
　　全书内容新颖、涉及有机化学众多分支领域，是从事材料有机化学、药物有机化学、天然产物有
机化学、农药有机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有机化学专业教师及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很好
的参考书。
同时，本书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06AIJO030013）“在有机化学教
学中加强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的改革与实践”研究成果之一。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我们科研工作的支持，书中的部分研究内容是我们在同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
　　感谢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有机化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李正名先生对本书的指导，先生的鼓励和
帮助，使我们受益匪浅。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梁娅、苏建军、陶建国、田景峰、张桂香、高怀庆、周静霞。
研究生刘博、刘洋、张大为、李鸿琳、李文丽、张富、赵宝利、李倩、刘倩等参加了文献查阅和翻译
工作。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文献资料和书刊，在此深表谢意。
　　螺共轭效应及异头效应研究的内容庞杂，书中难免存在遗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作者　　200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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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近年来螺共轭效应和异头效应的理论发展以及在医药、光致变色、发光材料、非线性
光学材料、有机磁性材料、有机导体、螺环染料等方面的应用前景，具体描述了天然产物中的螺缩酮
化合物的药用价值和研究进展。
    书中引用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介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从事医药、天然有机化合物、功能材
料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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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涉及糖的异头位C，位，1958年Lemieux和Chu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异头效应（anomeric effect，
随后得到了IUPAC的认同。
一般来说，存在异头效应要符合以下条件：①相互作用的基团要处于反式共平面；②相互作用的轨道
能级要接近。
如当氧的孤对电子轨道与极性C X键处于反式共平面时，氧的孤对电子n轨道与极性C X键的反键o“轨
道相互作用，n轨道电子进入了一”反键轨道，使体系能量下降。
这种效应是由于电子的静电作用引起的，也可称为电子的超共轭效应（hyperconjugation）。
异头效应使分子稳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①降低了分子的偶极矩；②降低了分子中C—X键的反键o轨
道的能量；③C-X（X=O，N，S）有了部分双键的特性。
　　后来发现这种效应并不只限于糖类或六元杂环类化合物。
当分子内存在R——X A Y结构单元时， 分子的纽曼式邻位交叉构象优于对位交叉构象，这种现象称为
广义异头效应（generalized anomeric effect）。
其中A是一般元素（C，Si，P等），X和Y是电负性强的有孤对电子的元素（O，N或卤素），R代表C
或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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