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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一版于2000年出版。
在4年的教学使用过程中，不少读者对本书提出了一些希望、批评和建议。
这次再版时，我们尽可能地采纳了这些意见，保持了第一版中的编排体系和基本内容，修正了第一版
中出现的错误和缺点。
为了便于读者学习起见，第二章中把紫外光谱和质谱的编排次序做了变动；由于环糊精在食品、医药
和化工上的应用日益广泛，为使读者对环糊精有所了解，所以在第十三章低聚糖中增加了环糊精一节
；其它各章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当然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修改使这本教材变得更完善一些，适用性和针对性更强一些，但是限于编者水
平，再版也难免错误和缺点，恳切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最后，借此机会诚挚地向关心本书的有关专家和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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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面向21世纪中国高等学校农林类专业数理化基础课程的创新与
实践”国家级课题的研究成果。
　　本书以“有机化合物构性相关理论”为主线建立起了以培养能力为中心和以解析为基础的有机化
学新体系。
新体系突出了有机化合物结构和性质的相关性，对各类有机化合物进行了较详细的构性相关分析，力
求从结构的角度阐明每类有机化合物各具特性的原因。
通过构性相关分析将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都分为三大类：官能团的反应，烃基的反应，官能团
和烃基共同参与的反应，增强了有机化学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为了使读者深入了解有机化学反应的本质，书中极其注重介绍反应机理。
全书共分十五章：第一章论述了化学键理论、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式及其表示法和有机化合物的构性相
关理论等；第二章介绍了波谱法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第五章论述了旋光异构；其余各章按命名、分
类、结构和性质相关分析、理化性质、波谱分析和个别代表化合物的顺序分别对每类有机化合物进行
了较详细的讨论。
本书不但有利于教师进行启发式教学，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书末附有主要参考文献和索引以供查阅。
　　本书可作为农、林、水高等院校和其他生物学科各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农、林、水科技
工作者及函授生的自修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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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硫和含磷有机化合物第十二章　杂环化合物及生物碱第十三章　碳水化合物第十四章　氨基酸、蛋
白质和核酸第十五章　油脂和类脂化合物主要参考文献人名过引名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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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九节 有机化学与农林科学的关系　　人类对有机化合物的认识、加工和利用始于农业。
例如，在有史以前，人们即知道制酒、制醋、用甘蔗制糖和熬制植物获取治病的药剂。
这些早期的家庭作坊生产，实际上就是对农林产品中所含有机物质的加工利用。
随着科学的进步，虽然工业独立于农林业之外，但是有机化学和农林业的密切关系却是长存不衰的。
几百年来，农林业不但为工业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原料，而且给有机化学提出了许多研究新课题和新领
域。
有机化学之所以发展到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是与农林业的发展和需求分不开的。
　　农林业促进了有机化学的发生和发展。
同样，有机化学对农林业的发展和飞跃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农林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而动植物体主要是有机化合物构成的。
人们要想使动植物能优质高产，除了必要的外界条件外，必须了解组成动植物体的那些有机化合物的
结构、性质，以及它们在生物体内合成、分解和转化的情况。
人们只有对这些物质的结构、性能和变化规律认识以后，才有可能深入研究动植物体在各个阶段的生
理生化状态和生长变化规律，进而掌握和控制它们的生长发育动向，达到农林牧副渔高产丰收。
其次，有机化学工业可以为农林业生产提供各种物质条件。
例如，可以提供土壤结构改良剂，农用塑料薄膜，植物生长调节剂，作物育种的化学杀雄剂和化学诱
变剂，蔬菜和果品保鲜剂、催熟剂，化学除草剂，高效低毒的杀虫剂和杀菌剂，昆虫的引诱剂和不育
剂，家畜繁殖育种上用的各种前列腺素和激素等等。
可以说，现代农林业的发展离不开有机化学。
第三，农林科学是生物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生物科学正在向分子水平上发展。
毫无疑问，现代农业和林业也必将向分子农业和分子林业的方向发展。
所谓分子农业和分子林业，就是从分子的水平上去研究农林科学，把农林科学上的问题归结到动植物
在各个发育阶段中的分子结构问题，分子的大小和形状、分子间和分子内的作用力、官能团化学、酸
碱度、生物氧化、各种分子间的转化、反应速率和各种能量变化，以及不同的动植物体中核酸的组成
、结构、它们在遗传中的功能和变化等。
分子农林科学的发展必将使农林业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所说的分子，实际上就是有机化合物的分子。
由此可见有机化学与农林业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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