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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有机化学与医药学之间不断地交叉与渗透，体现了有机化学对医药学研究
的重要性，也对有机化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有机化学作为高等院校医药类专业一门必修基础理论课，如何在课时不断压缩而要求却不降低的情况
下使学生掌握必备的有机化学知识，从而为后续的医药类课程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是目前教学改革的
关键。
本书主要针对药学专业（少学时）和医学类各专业编写，同时适用于生物、环境等相关专业。
全书共15章，主要包括烃类、烃的衍生物、天然有机化合物和波谱学基本知识等内容，其中波谱学基
本知识设专章介绍。
根据医药学等专业的教学基本要求，本书突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力求内容简明扼要，
理论联系实际，充分体现有机化学与医药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将各种典型的反应历程、诱导
效应、共轭效应等电子理论及各种类型的立体异构现象分散到有关章节，紧密结合各类反应和有机现
象进行讨论；为方便学生学习，每章均有学习要求和本章小结，部分章节结合知识内容编写了阅读材
料，有助于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各院校可根据培养目标和要求对内容进行适当删减，部分较深入的内容可供学有余力的学生自学提高
。
本书由江苏大学贺敏强担任主编，广东药学院赵红、蚌埠医学院韦正友和皖南医学院黄勤安担任副主
编。
参加编写的有江苏大学贺敏强（第1、5章）、李敏智（第7、10章），蚌埠医学院韦正友（第2、15章
）、刘明星（第4章），山西医科大学卫建琮（第3章）、毛红胜（第9章），广东药学院赵红（第6
、12章），皖南医学院吴运军（第8章）、谷晓霞（第13章）、黄勤安（第14章），绍兴文理学院沈永
淼（第11章）。
贺敏强和赵红负责全书的统稿。
蚌埠医学院陶兆林、唐玲、王梅、石婷婷等参与本书的部分编写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在使用过程中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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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医药类相关专业培养目标及教学基本要求，结合有机化学当前发展的动态和趋势编写而成。
本书根据教学时数，精选教学内容，使学生易于理解并掌握与医药类专业有关的有机化学基本理论和
基础知识。
全书共15章，按官能团体系编排，内容包括烃类、烃的衍生物、天然有机化合物和波谱学基本知识。
本书系统阐述各类有机化合物结构、性质和合成方法，在保证知识体系系统性的前提下，将各种典型
的反应历程、诱导效应、共轭效应等电子理论及各种类型的立体异构现象分散在各章节中论述，有效
分散了难点，并通过介绍和探讨一些与医药学有关的有机化学前沿热点问题，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
生科学的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药学（少学时）、医学类各专业及生物、环境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
供相关院校及医药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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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认识到有机化合物与无机化合物之间并没
有绝对的界限，它们都遵循共同的物理和化学变化规律，有机化合物的含义有了本质的变化；另一方
面，随着分析技术的进步，人们发现有机化合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含有碳元素。
1848年，德国化学家葛梅林（L.Gmelin，1788～1853）和凯库勒（F.A.Kekul6，1829～1896）把有机化合
物定义为碳的化合物，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盐及金属氰化物等含碳的化合物，由于它们组成
和性质与无机物相似，仍属于无机化学研究的范畴。
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机化合物除含碳元素外，绝大多数都含有氢元素，不少有机化合物还含有氧、氮
、硫、磷、卤素等。
从化学结构上看，有机化合物可以看作碳氢化合物，以及从碳氢化合物衍生而得到的化合物。
因此，1874年德国化学家肖莱马（C.Schorlemmer，1834～1892）把有机化合物定义为“碳氢化合物及
其衍生物”。
目前，“有机化合物”这一名词虽沿用至今，但它的含义已被完全更新了。
有机化学是化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有机化合物，因此，有机化学是研究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
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
有机化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科是在有机化学结构理论建立以后，有机合成的不断发展推
动了有机结构理论的更新与完善。
结构理论明确了有机化合物结构与性质的依存关系，不仅解释了许多现象，而且预言了一些新事物，
在有机化学的发展中起指导作用。
量子力学的应用使人们对原子和分子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化。
近代波谱技术的发展使鉴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工作进展迅速。
实验手段的改善和反应历程的阐明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有机化学的蓬勃发展。
有机化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天然有机化合物的研究，包括测定结构
、研究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及开发其应用途径；二是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包括对天然有机化合物的
合成和新化合物的合成，以及相关合成方法和实验技术的研究；三是有机化学反应历程的研究，这不
但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理解有机化学反应，了解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还能够有
效控制有机反应的发生与进行，提高合成效率；四是有机化合物的检测，包括化学方法、现代物理实
验方法，如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谱、质谱、色谱及色谱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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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编辑推荐：按官能团体系编排。
内容包括烃类．烃的衍生物。
天然有机化合物和波谱学基本知识等。
根据药学，医学类专业的教学要求编写。
突出重点，分散难点，充分体现有机化学与药学、医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与渗透〈br〉有关章节增设
“阅读材料”，以拓宽读者视野〈br〉可作为药学(少学时)、医学类各专业本科生教材．有配套电子
课件和教师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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