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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新时期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我们吸取了国内外优秀教材的经验，对原有的教材
和讲义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删改、充实和提高编成了此书。
因此，它既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当代学者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多年从事有机化学教学改革的成果。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材料、生物、制药、环境、农林、畜牧和医学等专业的有机化学教材。
　　1．全书18章大致分为两部分，前面部分按官能团分类，采用脂肪族和芳香族混编体系进行编排；
后面部分按专题组成专章。
　　2．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反应为基础，保持学科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完整性。
突出结构与性质的关系，从结构的角度阐述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理化性质，将各类有代表性的有机物的
结构特征、反应规律和反应机理紧密地结合起来讨论，对成熟的电子理论、空间效应和共振论作了相
应的介绍。
　　3．与时俱进，除旧布新，加强了光谱分析内容。
除在第7章集中介绍紫外光谱、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外，在以后的各章也具体介绍了各类化合物的
光谱性质。
同时还引入了绿色化学概念和成功实例，介绍一些科学发展的新成就，使读者了解有机化学的发展趋
势。
　　4．针对不同专业的需要和教学要求，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融和渗透，在有关章节增加了一些相
关的化学知识，以期起到学以致用，拓展知识面的作用。
　　5．为了有利于自学和巩固所掌握的知识内容，书末附有习题参考答案。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武汉理工大学姚映钦（主编）、王典芬、庞金兴、刘军；武汉科技大学强敏；
武汉工程大学尹传奇、袁华；中南民族大学周忠强、黄涛；西南科技大学王兴明、康明。
具体分工为：姚映钦（1-3章）；强敏（4、14章）；尹传奇（5章）；刘军（6、9章）；王典芬（7章
）；庞金兴（8、18章）；王兴明（10、13章）；康明（11、15章）；周忠强、黄涛（12、16章）；袁
华（17章）。
最后由姚映钦统一整理定稿。
　　本书由由武汉大学吴萱阶教授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武汉大学徐汉生教授、武汉理工大学雷家珩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的全体老师给予的
热情支持和帮助，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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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适应新时期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编写的。
按官能团分类，采用脂肪族和芳香族混编体系，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反应为基础，突出结构
与性质的关系，将各类有代表性的有机物的结构特征、反应规律和反应机理紧密地结合起来讨论。
对成熟的电子理论、空间效应、共振论作了相应的介绍。
在内容上进行了整合，把烷烃、环烷烃合并为饱和烃一章；烯烃、二烯烃和炔烃合并为不饱和烃一章
；加强了光谱分析的内容，除专章集中介绍紫外光谱、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谱外，各章还具体介绍了
各类化台物的光谱性质，引进了绿色化学的概念和成功实例，在有关章节中增加了一些与各类专业有
关的化学知识。
各章后面附有习题，书末附有习题参考答案。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材料、生物、环境、制药、农林、畜牧和医学等各类专业有机化学课程
教材使用，亦可供自学考试者和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1.2  有机化合物的特点    1.2.1  结构上的特点    1.2.2  性质上的特点 
1.3  有机化合物中碳的价态和共价键的性质    1.3.1  有机化合物中碳的价态    1.3.2  有机化合物中共价键
的性质  1.4  有机化合物的构造式、反应的基本类型和反应方程式    1.4.1  有机化合物的构造式    1.4.2  有
机反应的基本类型    1.4.3  有机反应方程式  1.5  有机活性中间体    1.5.1  自由基    1.5.2  碳正离子    1.5.3  碳
负离子  1.6  活化能与过渡状态  1.7  有机化学中的酸碱理论    1.7.1  阿伦尼乌斯酸碱理论    1.7.2  布朗斯特
质子理论    1.7.3  路易斯电子对理论  1.8  有机化合物的来源和分类    1.8.1  有机化合物的来源    1.8.2  有机
化合物的分类  1.9  有机化学的展望  习题第2章  饱和脂肪烃  2.1  烷烃、环烷烃的概念和命名    2.1.1  烷烃
和环烷烃的概念    2.1.2  烷烃的命名    2.1.3  环烷烃的命名  2.2  烷烃和环烷烃的结构    2.2.1  烷烃的结构   
2.2.2  环烷烃的结构  2.3  烷烃和环烷烃的同分异构现象    2.3.1  烷烃的同分异构现象    2.3.2  环烷烃的同
分异构现象    2.3.3  构象与理化性质的关系  2.4  烷烃和环烷烃的来源和制法    2.4.1  烷烃和环烷烃的天然
来源    2.4.2  烷烃的制法    2.4.3  环烷烃的制法  2.5  烷烃和环烷烃的物理性质    2.5.1  烷烃的物理性质   
2.5.2  环烷烃的物理性质  2.6  烷烃和环烷烃的化学性质    2.6.1  卤代反应及自由基反应机理    2.6.2  氧化
反应    2.6.3  裂化和氢化    2.6.4  异构化反应    2.6.5  小环的加成反应  2.7  几种常用的烷烃    2.7.1  石油醚   
2.7.2  石蜡    2.7.3  凡士林    2.7.4  液化石油气  小知识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  习题第3章  不饱和烃  3.1  不饱
和烃的定义和分类  3.2  不饱和烃的结构    3.2.1  烯烃的结构    3.2.2  炔烃的结构    3.2.3  碳原子的sp3、sp2
和sp三种杂化状态的比较  3.3  不饱和烃的命名    3.3.1  衍生物命名法    3.3.2  系统命名法  3.4  不饱和烃的
同分异构现象    3.4.1  烯烃的同分异构现象    3.4.2  二烯烃和多烯烃的同分异构现象    3.4.3  环烯烃的同分
异构现象    3.4.4  炔烃的同分异构现象  3.5  不饱和烃的来源和制法    3.5.1  烯烃的来源和制法    3.5.2  共轭
二烯烃的制法    3.5.3  炔烃的制法  3.6  不饱和烃的物理性质  3.7  不饱和烃的化学性质    3.7.1  加成反应   
3.7.2  氧化反应    3.7.3  聚合反应    3.7.4  烯烃α-氢原子的反应    3.7.5  炔烃的酸性  3.8  烯烃是重要的工业
原料  3.9  乙炔的制法和用途  3.10  共轭二烯烃    3.10.1  二烯烃的分类    3.10.2  共轭二烯烃的结构    3.10.3  
共轭体系和共轭效应    3.10.4  共轭二烯烃的化学性质  习题第4章  芳烃  4.1  芳烃的分类、构造异构和命
名    4.1.1  单环芳烃    4.1.2  多环芳烃  4.2  苯分子的结构    4.2.1  价键理论    4.2.2  分子轨道理论    4.2.3  共
振论简介  4.3  芳烃的来源及制法    4.3.1  煤的干馏    4.3.2  从石油裂解产品分离    4.3.3  石油的芳构化  4.4  
单环芳烃的物理性质  4.5  单环芳烃的化学性质    4.5.1  取代反应    4.5.2  加成反应    4.5.3  氧化反应  4.6  苯
环上亲电取代反应机理  4.7  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    4.7.1  两类定位基    4.7.2  定位规律的解释 
  4.7.3  定位规律的应用  4.8  重要的单环芳烃    4.8.1  苯    4.8.2  甲苯    4.8.3  二甲苯    4.8.4  苯乙烯  4.9  多环
芳烃    4.9.1  联苯    4.9.2  萘    4.9.3  蒽    4.9.4  菲    4.9.5  致癌烃  4.10  非苯芳烃    4.10.1  休克尔规则    4.10.2  
非苯芳烃  小知识Ⅰ  离子交换树脂  小知识Ⅱ  稠环芳烃树脂和有机磁性材料  习题第5章  对映异构  5.1  
偏振光的产生和应用    5.1.1  偏振光的产生    5.1.2  旋光度和比旋光度  5.2  有机化合物的手性和对称因素 
  5.2.1  手性    5.2.2  对称因素  5.3  含有手性碳原子的对映异构体    5.3.1  含有一个手性碳原子的对映异构
体    5.3.2  构型的表示和标记法    5.3.3  含有两个手性碳原子的对映体    5.3.4  含有多个手性碳原子的分子
 5.4  碳环化合物的立体异构  5.5  不含手性碳原子的对映异构体    5.5.1  丙二烯型的旋光异构    5.5.2  联芳
烃类的对映异构  5.6  含有其他手性原子化合物的对映异构体  5.7  对映体的生物活性  5.8  手性有机化合
物的制法    5.8.1  外消旋体的拆分    5.8.2  不对称合成  习题第6章  卤代烃  6.1  卤代烃的分类和命名    6.1.1 
卤代烃的分类    6.1.2  卤代烃的命名  6.2  卤代烃的制法    6.2.1  烃类的卤化    6.2.2  由醇制备  6.3  卤代烃的
物理性质  6.4  卤代烃的化学性质    6.4.1  亲核取代反应    6.4.2  消除反应    6.4.3  与金属的反应  6.5  亲核取
代反应机理    6.5.1  双分子亲核取代反应    6.5.2  单分子亲核取代反应    6.5.3  影响亲核取代反应的因素 
6.6  消除反应机理    6.6.1  双分子消除反应    6.6.2  单分子消除反应    6.6.3  消除反应和亲核取代反应的竞
争  6.7  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    6.7.1  乙烯型卤代烯烃    6.7.2  烯丙型卤代烯烃    6.7.3  卤代芳烃芳环上的亲
核取代反应  6.8  重要的卤代烃  习题第7章  光谱分析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  7.1  光谱分析概述    7.1.1  光谱
形成的基本原理    7.1.2  光谱分析的分类    7.1.3  能量约束原理与选律    7.1.4  分子吸收光谱定性和定量分
析的原理  7.2  紫外光谱（UV）    7.2.1  紫外光谱的形成    7.2.2  紫外光谱对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表征   
7.2.3  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紫外光谱    7.2.4  紫外光谱在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7.3  红外光谱
（IR）    7.3.1  红外光谱的形成    7.3.2  原子的振动模式    7.3.3  振动频率与红外活性    7.3.4  拉曼活性与红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外活性    7.3.5  多原子分子的振动自由度    7.3.6  红外吸收谱带    7.3.7  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特征红外光谱   
7.3.8  红外光谱对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表征及在分子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7.4  核磁共振谱（NMR）   
7.4.1  核磁共振原理    7.4.2  逆磁效应与化学位移    7.4.3  1H-NMR核磁共振谱的形成    7.4.4  自旋偶合与
谱线裂分    7.4.5  影响1H-NMR谱化学位移的因素    7.4.6  1H-NMR谱对有机分子结构的表征和在分子结
构分析中的应用    7.4.7  1H-NMR谱在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携综合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7.4.8  13C-NMR谱和
电子顺磁共振谱（EPR）  习题第8章  醇、酚、醚  8.1  醇    8.1.1  醇的结构和分类    8.1.2  醇的构造异构和
命名    8.1.3  醇的制法    8.1.4  醇的物理性质    8.1.5  醇的光谱性质    8.1.6  醇的化学性质    8.1.7  二元醇   
8.1.8  重要的醇    8.1.9  硫醇  8.2  酚    8.2.1  酚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8.2.2  酚的制法    8.2.3  酚的物理性质   
8.2.4  酚的光谱性质    8.2.5  酚的化学性质    8.2.6重要的酚  8.3  醚    8.3.1  醚的构造、分类和命名    8.3.2  醚
的制法    8.3.3  醚的物理性质    8.3.4  醚的光谱性质    8.3.5  醚的化学性质    8.3.6  重要的醚  8.4  冠醚    8.4.1 
冠醚的命名    8.4.2  冠醚的合成和性质  8.5  硫醚    8.5.1  硫醚的结构和命名    8.5.2  硫醚的性质    8.5.3  硫醚
的制法    8.5.4  芥子气  小知识涂料  习题第9章  醛、酮、醌第10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第11章  双官能团羧
酸及其衍生物第12章  含氮化合物第13章  杂环化合物第14章  碳水化合物第15章  氨基酸、蛋白质和核酸
第16章  元素有机化合物第17章  有机合成第18章  高分子化合物习题参考答案附录  中英文对照词汇参
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
1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有机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有机化合物（简
称有机物）。
人类使用有机物已有漫长的历史，但是直到18世纪末才从动、植物中取得一系列较纯的有机物，进行
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且人工合成出了一系列的有机物。
通过近200年的努力，有机化学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迄今已知有机物约1800多万种，人们把从生物体中得到的有机物与人工合成的有机物统称为有机物。
　　什么叫有机物呢？
化学家在研究了大量的有机物之后，发现这些化合物在组成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含有碳，多数
含有氢，还有一些有机物含有氧、氮、硫、磷、卤素和金属等。
所以化学家把有机物定义为碳化合物或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所谓衍生物是一种化合物分子中的原子或原子团，直接或间接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所取代而衍生出来
的产物。
　　因此，有机化学是研究碳化合物的化学，也可以说是研究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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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材料、生物、环境、制药、农林、畜牧和医学等各类专业有机化学课程教
材使用，亦可供自学考试者和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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