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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兰州大学王清廉、沈凤嘉修订的《有机化学实验》再版以来，与第一版一样，继续被读者广泛采用
和受到好评。
该书第二版从1994到2009年，已先后28次印刷，发行数量超过30万册。
此期间有机化学实验的教学内容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现代波谱手段在有机化学领域中更加广泛地应
用，教学仪器、设备不断更新和完善，半微量、微量实验已成为国内外化学教育及研究领域关注的热
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受到普遍重视。
为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和实验教学改革的趋势，我们广泛参阅了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有机化学实验教材
，通过教学实践，对《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一书进行了修订和增补。
修订后的教材保持了原书的体系和特色，具体内容做了修订、增补和调整，使之更具时代感和适用性
。
半微量和微量实验的研究和推广正在受到普遍的关注，成为未来实验教学的发展趋势。
它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体现了“绿色化学”的时代特色。
试剂用量少，降低了教学成本，安全省时，能更好地体现当代实验技术的水平，但难度也随之提高，
对实验教学的指导和学生的实验技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考虑到本教材的读者和使用院校的现状，教材中安排的大多数制备实验由常量变为以小量和半微量为
主，即固体和液体产物分别保持在1g和5g左右。
我们认为，常规的操作训练仍然是基本和必须掌握的，实验的有效性对树立学生的学习信心也是至关
重要的。
教材中专门安排“微量制备”一节并在相关部分加入或并列了微量制备，以适应不同院校的需要。
在基本操作部分对微量固体和液体的分离提纯技术，如重结晶、蒸馏、萃取、升华、柱色谱、蒸发等
都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以适应实验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
教材中第一部分增加了“化学试剂的取用和转移”，并对“实验室的安全，事故的预防、处理与急救
”、“有机化学实验常用仪器、设备和应用范围”和“手册的查阅和有机化学文献简介”等有关内容
做了修订。
第二部分“有机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比第二版更为翔实，更新了有关内容并增补了新的技能，增加和
更新了必要的数据、图表和插图，测试仪器也以介绍当前流行、常用的为主。
鉴于色谱技术已成为分离鉴定有机化合物的主要手段，书中除对传统的薄层色谱、柱色谱、纸色谱和
气相色谱作了修订外，还较详细地介绍了高效液相色谱。
增补了“无水无氧操作技术”及微量物质的提纯技术等有关内容。
相关训练的思考题的数量也比过去有所增加，旨在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波谱技术部分增加了质谱、碳谱、二维核磁共振及相关技术，以及x射线单晶结构分析在有机化学中
的应用等内容，力求使本书不仅成为一本教科书，而且成为一本从事有机化学研究工作者手头的工具
书和参考书。
第三部分“有机化合物的制备与反应”在保持原来体系安排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调整，增加了一些
新实验。
实验数量由原来的75个增加到96个，以适应不同院校的需要，也可为研究生的实验训练提供选做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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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
全书分为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有机化学实验基本操作、有机化合物的制备与反应、有机化合物
的鉴定和附录五个部分。
本次修订将过去的常量制备改为以小量和半微量为主，兼顾微量制备，并对微量物质的分离提纯技术
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以体现“绿色化学”的时代特色。
一般知识、基本操作部分叙述更为翔实，增补了必要的数据、图表和插图，新增了化学试剂的取用和
转移、无水无氧装置和操作技术与高效液相色谱等。
制备实验由原来的75个增加到96个，并增补了“微波辐射合成”等新的合成方法。
波谱一章新增加了质谱、碳谱、二维核磁和x射线单晶结构分析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等内容，谱图也
进行了更新，使教材更具时代感和适用性。

　　《高等学校教材：有机化学实验（第3版）》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工科院校化学专业
、应用化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实验教材，也可供从事有机化学和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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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有机化学实验的一般知识
1.1 实验须知
1.2 实验室的安全，事故的预防、处理与急救
1.2.1 着火
1.2.2 爆炸
1.2.3 中毒
1.2.4 灼伤
1.2.5 割伤
1.2.6 实验室常用急救药品
1.3 实验预习、记录和实验报告
1.3.1 实验预习
1.3.2 实验记录
1.3.3 实验报告
1.4 实验产率的计算
1.5 有机化学实验常用仪器、设备和应用范围
1.5.1 玻璃仪器
1.5.2 金属用具
1.5.3 常用电器与设备
1.5.4 其他仪器设备
1.6 有机实验常用装置
1.6.1 回流装置
1.6.2 蒸馏装置
1.6.3 气体吸收装置
1.6.4 搅拌装置
1.6.5 微量反应装置
1.6.6 仪器装置方法
1.7 仪器的清洗、干燥和塞子的配置
1.7.1仪器的清洗
1.7.2 仪器的干燥
1.7.3 塞子的配置与钻孔
1.8 化学试剂的取用和转移
1.8.1 化学试剂的规格
1.8.2 化学试剂的称量
1.8.3 液体试剂的量取
1.8.4 微量液体试剂的计量和转移
1.9 手册的查阅和有机化学文献简介
1.9.1 常用工具书
1.9.2 常用期刊文献
1.9.3 化学文摘
1.9.4 网络资源
第二部分 有机化学实验基本操作
2.1 简单玻璃工操作
2.1.1 玻璃管的洁净和切割
2.1.2 拉玻璃管
2.1.3 拉制熔点管、沸点管、点样管及玻璃沸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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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玻璃钉的制备
2.1.5 玻璃管（棒）的弯曲
2.2 加热和冷却
2.2.1 加热
2.2.2 冷却
2.3 干燥和干燥剂
2.3.1 基本原理
2.3.2 液体有机化合物的干燥
2.3.3 固体有机化合物的干燥
2.3.4 气体的干燥
2.4 有机化合物物理常数测定
2.4.1 熔点测定及温度计校正
2.4.2 沸点及其测定
2.4.3 液体化合物折射率的测定
2.4.4 相对密度及其测定
2.4.5 旋光度及其测定
2.5 固体有机化合物的分离与提纯
2.5.1 重结晶
2.5.2 十华
2.6 液体有机化合物的分离和提纯
2.6.1 常压蒸馏
2.6.2 分馏
2.6.3 减压蒸馏
2.6.4 水蒸气蒸馏
2.7 萃取
2.8 色谱分离技术
2.8.1 薄层色谱
2.8.2 柱色谱
2.8.3 纸色谱
2.8.4 气相色谱
2.8.5 等效液相色谱
2.9 鉴别结构的波谱方法
2.9.1 红外光谱
2.9.2 核磁共振谱
2.9.3 二维核磁共振及相关技术
2.9.4 紫外与可见光谱
2.9.5 质谱
2.9.6 x射线单晶结构分析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简介
2.10无水无氧操作技术
第三部分 有机化合物的制备与反应
3.1 烯烃的制备
实验一 环己烯
3.2 卤代烃的制备
实验二 溴乙烷
实验三 正溴丁烷
实验四 叔丁基氯
实验五 1，2-二溴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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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溴苯
3.3 卤代烃SN1／SN2反应活性的比较
实验七 卤代烃SNL／SN2的反应活性
3.4 醇的制备Grignard反应
实验八 2-甲基-2-己醇
实验九 三苯甲醇
实验十 二苯甲醇
实验十一 樟脑的还原
实验十二 29-芴醇
3.5 醚的制备Williamson反应
实验十三 正丁醚
实验十四 苯乙醚
实验十五 甲基叔丁基醚
3.6 脂肪族醛和酮的制备
实验十六 环己酮
实验十七 环戊酮
3.7 羧酸的制备
实验十八 己二酸
实验十九 对硝基苯甲酸
实验二十 烟酸
3.8 羧酸酯的制备酯化反应
实验二十一 乙酸乙酯
实验二十二 乙酸异戊酯
实验二十三 苯甲酸乙酯
实验二十四 乙酰水杨酸
实验二十五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实验二十六 五乙酸葡萄糖酯
3.9 Friedel-Crafts反应
实验二十七 苯乙酮
实验二十八 二苯酮
实验二十九 乙酰二茂铁
实验三十 2一叔丁基对苯二酚
3.10 芳香族硝基化合物
实验三十一 硝基苯
实验三十二 邻硝基苯酚和对硝基苯酚
实验三十三 2一硝基一1，3一苯二酚
实验三十四 3一硝基邻苯二甲酸
实验三十五 对硝基溴苯
3.11 芳香族硝基化合物的还原
实验三十六 苯胺
实验三十七 间硝基苯胺
实验三十八 偶氮苯
3.12 羟醛缩合Claisen-Schmidt反应
实验三十九 2-乙基-2-己烯醛
实验四十 苯亚甲基丙酮（4-苯基-3-丁烯-2-酮）和二苯亚甲基丙酮（1，5-二苯-1，4-戊二烯3-酮）
实验四十- 苯亚甲基苯乙酮
实验四十二 反式对甲氧基苯亚甲基苯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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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性质及在合成中的应用
实验四十三 乙酰乙酸乙酯
实验四十四 4-苯基-2-丁酮
实验四十五 2-庚酮
3.14 重氮盐及其反应
实验四十六 对氯甲苯（或邻氯甲苯）
实验四十七 间硝基苯酚
3.15 染料与偶氮化合物
实验四十八 甲基橙
实验四十九 甲基红
3.16 Perkin反应
实验五十 肉桂酸
实验五十- 香豆素-3-羧酸
3.17 Cannizzaro反应
实验五十二 苯甲醇和苯甲酸
实验五十三 呋喃甲醇与呋喃甲酸
3.1 8Skraup反应
实验五十四 喹啉
实验五十五 8-羟基喹啉
3.19 Diels-Alder·反应
实验五十六 内型双环[2.2.1 ]-2-庚烯-5，6-二羧酸酐
实验五十七 [3，6]-亚甲基-4-环己烯-12-对苯二醌
实验五十八 3，6-氧桥-1，2，3，6-四氢苯l，2-二甲酸酐
3.2 0Hofmann和Beckmann重排
实验五十九 邻氨基苯甲酸
实验六十 ￡-己内酰胺
3.21 多步骤有机合成
[系列-] 磺胺药物
实验六十- 乙酰苯胺
实验六十二 对氨基苯磺酰胺
[系列二] 局部麻醉剂
实验六十三 对氨基苯甲酸
实验六十四 对氨基苯甲酸乙酯
[系列三] 安息香缩合及安息香的转化
实验六十五 安息香的辅酶合成
实验六十六 二苯乙二酮
实验六十七 二苯乙醇酸
实验六十八 5，5-二苯基乙内酰脲
3.22 光化学反应
实验六十九 偶氮苯的光化异构化
实验七十 苯频哪醇和苯频哪酮
实验七十- 鲁米诺与化学发光
3.23 Wittig反应
实验七十二 反-1，2-二苯乙烯
3.24 烯胺在合成中的应用
实验七十三 2-乙酰基环己酮
3.25 卡宾的反应和相转移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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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十四 7，7-二氯双环[4.1.0]庚烷
实验七十五 扁桃酸
3.26 苯炔的制备和反应
实验七十六 三蝶烯
3.27 催化氢化
实验七十七 氢化肉桂酸
3.28 外消旋化合物的拆分
实验七十八 外消旋苦杏仁酸的拆分
实验七十九 a-苯乙胺制备Leuchart反应
实验八十 外消旋a-苯乙胺的拆分
3.29 动力学与热力学控制
实验八十一 环己酮、呋喃甲醛与氨基脲的竞争反应
3.30 烯烃与溴亲电加成反应的立体化学
实验八十二 溴对反式肉桂酸加成的立体化学
3.31天然产物的提取
实验八十三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实验八十四 菠菜色素的提取和分离
实验八十五 从烟叶中提取烟碱
实验八十六 从红辣椒中提取红色素
实验八十七 黄连素的提取
3.32 植物生长调节剂
实验八十八2，4一二氯苯氧乙酸
3.33 聚合反应
实验八十九 聚苯乙烯
实验九十 聚己内酰胺
3.34 微波辐射合成实验
实验九十一 9，10一二氢蒽一9，10-a，a一马来酸酐
实验九十二 对氨基苯磺酸
实验九十三 苯甲酸甲酯
3.35 微型有机制备实验
实验九十四间二硝基苯
实验九十五马尿酸
实验九十六对溴乙酰苯胺
3.36 文献实验
第四部分 有机化合物的鉴定
4.1 未知物鉴定的一般步骤和初步观察
4.1.1 未知物鉴定的一般步骤
4.1.2 未知物的初步观察
4.2 元素定性分析
4.2.1 钠熔法
4.2.2 元素的鉴定
1.3 溶解度试验
1.4 官能团的鉴定和衍生物的制备
4.4.1 烷、烯、炔的鉴定
4.4.2 芳香烃的鉴定
4.4.3 卤代烃的鉴定
4.4.4 醇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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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酚的鉴定
4.4.6 醛和酮的鉴定
4.4.7 胺的鉴定
4.4.8 羧酸的鉴定
4.4.9 羧酸衍生物的鉴定
4.4.10 糖的鉴定
4.4.1 1氨基酸及蛋白质的鉴定
4.5 近代光谱分析法
附录
I.常用元素相对原子质量表（附表1）
Ⅱ.常用酸碱溶液相对密度及组成表
（附表2一附表13）
Ⅲ.常用有机溶剂沸点、相对密度表
（附表14）
Ⅳ.水的蒸气压力表（0～100℃）
（附表15）
V.压力换算表（附表16）
Ⅵ.常用有机溶剂的纯化
Ⅶ.有机化学文献和手册中常见的英文
缩写
Ⅷ.多步骤合成及配套实验目录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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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有机化学实验是化学学科重要的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技能和基
础知识，验证和加深对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反应的理解，培养学生正确选择有机
化合物的合成、分离与鉴定的方法。
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
工作作风的重要环节。
安全实验是化学实验的基本要求。
实验前，学生必须阅读本书第一部分1.2 实验室安全，事故的预防、处理与急救。
掌握实验室安全及急救常识；熟悉实验室水、电、燃气的阀门，消防器材及紧急淋浴器的位置和使用
方法；熟悉实验室安全出口和紧急情况下的逃生路线。
进入实验前必须认真预习有关实验内容，明确实验目的、要求、原理和方法，理清实验思路，了解实
验中使用的药品的性质和有可能引起的危害及注意事项，写出预习报告。
实验过程中应养成仔细观察和及时记录的良好习惯，如实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和有关数据。
记录本不得使用合页本，应顺序编号，不能撕页缺号。
实验结束后应将记录本和贴有标签的样品瓶交指导教师签字和核查。
实验台面应保持清洁和有序。
不是立即要用的仪器，应放置在实验柜内，待用的仪器，也应整齐有序，使用过的仪器应及时清洗。
所有废弃的固体和滤纸等应丢入废物桶内，绝不能丢入水槽或下水道，以免堵塞。
有异臭或有毒物质的操作必须在通风橱内进行。
进入实验室应穿实验服，不得穿拖鞋、短裤及裸露皮肤的服装。
不得将食物、饮品带入实验室。
为了保证实验的正常进行和培养良好的实验作风，学生必须遵守下列实验室规则：1.实验前做好一切
准备工作，检查仪器是否完好无损，装置是否正确。
2.实验中应保持安静和遵守秩序。
实验进行时思想要集中，操作要认真，不得擅自离开，要安排好时间，按时结束。
3.遵从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指导，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进行实验。
发生意外事故时，要保持镇静，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并立即报告指导教师。
4.保持实验室整洁。
实验时做到桌面、地面、水槽、仪器四净。
实验完毕后应将实验台整理干净，关闭所用水、电和燃气。
5.爱护公用仪器。
公用仪器、工具及药品用后立即归还原处。
节约水、电、燃气及消耗性药品，严格控制药品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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