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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适合农林院校54-70学时基础有机化学课使用，全书主要内容基本按照农林院校统一制订的
基础有机化学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
全书共有十六章。
第二章为分子结构理论，介绍碳原子的杂化类型及其轨道形状，共价键的类型及其性质和一些有机化
学的其他基础理论。
第三章介绍有机化合物分子的立体异构。
后面各章的内容里尽可能加人了有机化合物分子空间结构和化学反应过程中的立体化学问题。
书中阅读部分的内容可增加学生的有机化学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章节中列有思考题，每章后附有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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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卤代反应的立体化学
　　4.1.6 自然界的烷烃
　4.2 环烷烃
　　4.2.1 环烷烃分类和命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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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油的干性可以用碘值的大小来衡量，一般干性油的碘值较大；而非干性油的碘值较小
，如花生油、猪油等；某些油如棉子油，有一定程度的干性，但干性不强，介于干性油与非干性油之
间，这些油叫做半干性油。
10.4.1.5 油脂的酸败和酸值油脂在空气中放置过久，颜色加深，产生异味，这种变化叫做酸败，俗称“
变哈”。
油脂分子中的不饱和键被空气中的氧所氧化断裂，以及油脂在霉菌的作用下发生β氧化作用，发生部
分水解或分解等，生成带有不愉快的气味的醛、酮、羧酸等是酸败的主要原因。
由于水气、热和光对酸败有催化作用，所以储存油脂要在干燥、避光的密闭容器中。
为了防止或减少油脂酸败，可在油脂中加入少量的抗氧剂。
酸值是油脂中游离脂肪酸的量度。
在新鲜的油脂中游离脂肪酸极少，但长期贮存的油脂，游离脂肪酸的含量会增加。
工业上把中和1g油脂所需要的氢氧化钾的毫克数叫做酸值。
显然，酸值越小，油脂越新鲜。
一般来说，酸值超过6的油脂不宜食用。
10.4.2蜡蜡存在于许多海生浮游生物，某些动物羽毛、毛皮，植物的叶及果实中，在生物体中常起润滑
和防水等作用。
蜡的主要成分是十六碳以上偶数碳原子的羧酸和高级一元醇所形成的酯，最常见的酸是软脂酸和二十
六酸.最常见的醇则是十六醇、二十六醇及三十醇。
习惯上常把熔点在体温和100℃之间的蜡状固体都称为蜡。
此外，蜡中尚存在一些分子量较高的游离的羧酸、醇以及高级的碳氢化合物和酮。
蜡和石蜡的物态、外观相近，而化学组成完全不同，石蜡是由石油中得到的含二十个碳以上的高级烷
烃。
虫蜡也叫白蜡，为我国特产，是寄生于女贞树上的白蜡虫的分泌物。
它的熔点高、硬度大。
蜂蜡是由工蜂腹部的蜡腺分泌出来的蜡，是建造蜂窝的主要物质。
鲸蜡是从鲸的头部取得的。
巴西棕榈蜡是巴西蜡棕叶气孔中的渗出物。
蜡比油脂硬而脆，在常温下多为固体。
蜡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醚、苯等有机溶剂中。
化学性质稳定，在空气中放置不易变质，难于皂化。
蜡可用于制造上光剂、蜡纸、鞋油等，医药上用作软膏等的基质。
此外羊毛脂也常归属于蜡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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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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