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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化学》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基础课——化学课程系列教材之一，有机化学课程内容十分丰富
，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既要考虑本学科的系统性、规律性，又要兼顾相关专业对有机化学的不同要
求。
因此，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结合教学改革研究成果，同时吸取了近年来国内外教材的优点，在
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指导下，组织编写了这本教材。
本书相对于以往的有机化学教材，在内容选择和编排体系上都有较大改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注重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编写教材的首位；　　2.以价键理论和电子
效应为主线，以结构决定性质为中心，从结构人手，在介绍各类化合物的性质之前，分析分子中原子
和原子团间的相互影响、可能发生的反应类型，从而使学生触类旁通，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及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教学体系的编排上，把反应历程穿插结合于各有关章节加以介绍
，这样既可分散难点，又可加深学生对反应的理解，有利于学生学习；　　4.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
既考虑了本学科的系统性、规律性和科学性，又兼顾了各专业对有机化学的不同要求，语言简练，叙
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层次分明、逻辑性强，适用性广；　　5.在每章末增设了知识拓展部分，适
当介绍学科前沿，增加教材的可读性、趣味性。
　　全书共13章，包含三部分内容。
第_部分为基本原理，第二部分为烃及其衍生物的分类、命名、结构、性质及应用，第三部分为天然
有机化合物。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刘强（第一、二、三章）；马朝红（绪论，第四、五、六章）；董宪武
（第七章、各章的知识拓展）；李玉杰（第八、九、十章）；丰利（第十一章）；王风云、王铁成（
第十二章）；王秀彦、范秀明（第十三章）。
　　本书初稿完成后，由董宪武和马朝红通读、统稿。
经主编、副主编、主审组成的审稿会审查，主编根据审稿会代表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
修改，并由常桂英教授主审后定稿。
本书的编写得到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领导和化学系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一些兄弟院校的教材并吸取了部分内容，化学工业出版社对本书作了细
致全面的加工和编辑，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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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为指导思想，坚持教材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宗旨，针对高
等农林院校各专业的特点，在教材内容选择和体系编排上，既考虑了本学科的系统性、规律性、科学
性，又兼顾各专业对有机化学的不同要求，注重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介绍，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语言简练、准确，叙述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层次分明、逻辑性强，具有适用性广的特点。
     全书共13章，包含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基本原理，第二部分为烃及其衍生物的分类、命名、结构、性质及应用，第三部分为天然
有机化合物。
为拓宽学生知识面，每章后均编排有知识拓展。
     本教材适用作高等农林院校各专业有机化学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其他高等院校化学相关专业师生及
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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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合物　　一、有机化学的发展　　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是化学
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诞生于19世纪初期，迄今虽不足200年，但已成为与人类的生活和工农业生产
有着密切关系的一门学科。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机化合物（organic compound）。
有机化合物大量存在于自然界中，如粮、油、棉、麻、毛、丝、木材、糖、蛋白质、农药、塑料、染
料、香料、医药、石油等的主要成分大多数都是有机化合物。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有机化合物的加工和利用。
例如，我国古代就有关于酿酒、制醋、制糖及造纸术等的记载。
但是，当时人们并不认识这些过程的实质，仅仅停留在工艺阶段。
人们对有机化合物的认识是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深化的。
　　17世纪中叶，人们把自然界的物质依其来源分为动物物质、植物物质和矿物质三大类。
到了18世纪末，人们开始了对有机化合物的提取。
1769～1785年，瑞典化学家舍勒（C.W.Scheele）提取得到许多有机酸，如从葡萄汁中提取得酒石酸、
从柠檬汁中提取得柠檬酸、从尿液中提取得尿酸、从酸牛奶中提取得乳酸。
1773年首次从尿内提取得纯的尿素。
1805年由鸦片提取得到第一个生物碱——吗啡。
由于当时宗教思想的束缚和科学水平的限制，人们对生命现象的本质没有认识，因而认为只能从动植
物体内提取有机化合物，还不能用人工的方法合成有机化合物。
随着对有机化合物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就试图用人工的方法合成有机化合物。
这时，生物学界流行的“生命力学说”闯入了化学界，“生命力学说”认为，有机化合物是生命过程
的产物，只能存在于活的细胞中，有机化合物在生物体内的形成必须在“生命力”的作用下才能完成
。
1781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L.Lavoisier）首先将来源于动植物体内的化合物定义为“有机化合物”
。
相应地，把来自矿物质且不具有生命现象的物质称为无机物。
1806年，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J.J.Berzelius）首先使用了“有机化学”这个名称，并认为“在动植
物体内的生命力影响下才能形成有机化合物，在实验室内是无法合成有机化合物的。
”这种思想曾一度牢固地统治着有机化学界，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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