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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化学》教材是在把握知识够用的原则下，充分考虑学生学习能力特长，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特点
；在理论上，对复杂的反应机理简化处理，在举例中选用工业化的典型反应，力求成为学生掌握基本
理论知识，步人后续课程学习的实用必读书。
本教材以官能团顺序分类，共分为十六章。
每章内容包括学习目标、基础知识、练习、本章小结、习题、量化作业、阅读材料。
量化作业以章为一单元，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
阅读材料中选录的内容有：学生深入学习的反应机理；反映有机化学及相关学科发展的新知识等。
第十五章为有机化合物的制备及工业合成技术，将过去分散在每一章中的有机化合物制备集中在本章
中进行归纳，并重点介绍了工业合成技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归纳问题及分析问题、应用知识解决问
题的能力。
第十六章为有机制备与合成技能训练，该章以任务驱动的教学方式，突出工作过程为导向，强化技能
训练，弥补了此类教材在这方面的不足。
本教材由张良军、孙玉泉主编，孙玉泉编写第一～四章，吴绍艳编写了第五～七章，张良军编写第八
～十章，闫会征编写第十一～十四章，何际泽编写第十五、十六章。
张良军统稿，韩志刚主审。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化学工业出版社及各编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尹丽、李俊等同志的
大力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在此先致以诚挚的谢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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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官能团顺序分类介绍有机化合物的基础知识、反应机理、制备技术及应用，具体内容包
括：有机化合物与有机化学、烷烃、烯烃和二烯烃、炔烃、脂环烃、芳香烃、卤代烃、醇酚醚、醛和
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糖类、天然产物以及一些重要的有机化合物的实验
室制法和工业合成线路、有机制备与合成技能训练。
突出的特点是：实用性较强，内容全面但不烦琐，以任务驱动强化技能训练。
 　　该教材可作为高职高专化工生产技术专业和商检技术专业的教学用书，还可作为相关企业人员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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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有机化合物与有机化学【学习目标】1.了解有机化合物的含义；2.熟悉有机化合物的特
点；3.理解键长、键能、键角的概念及共价键的极性；4.了解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
第一节 有机化合物与有机化学的定义1．有机化合物的来源我们都知道，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
构、性质及其变化的一门科学。
自然界中的物质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
最初，人们从动物体、植物体中得到的一些物质，而这些物质与典型的无机化合物性质完全不同，由
于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些物质的结构，只是根据其来源称为有机化合物，即从有生命的物体中得到的
物质，具有“有生机之物”的含义。
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了解到这些物质的结构，与无机化合物是不同的。
另外既可以从动植物体中得到，也可以由无机物通过人工合成的方法来得到。
因此，有机化合物这个名称早已失去了它的原意，只是使用习惯了，故依然沿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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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可作为高职高专化工生产技术专业和商检技术专业的教学用书，还可作为相关企业人员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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