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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手性是自然界的本质属性之一。
除了在生命科学领域，手性问题还涉及医药、精细化学品、材料科学等诸多领域。
它的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研究和很多高科技新产品开发的热点。
随着人们对手性作用研究的不断深入，手性化合物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促使人们加速
对手性化合物的研究。
所以对手性化合物进行开发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编写的出发点即在于此，作为主要面向本科生、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推出的这本手性技术类书籍
，力求体现系统性、全面性、实用性和先进性等特点。
本书共分为七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手性物的基本概念及作用，手性化合物的应用状况以及手性
技术的发展；第2章手性物化学基本概念，主要介绍光学活性与手性，构型与构象手性选择性等基本
概念；第3章手性物研究方法，主要介绍手性物纯度测定，手性物绝对构型的测定和计算化学在手性
物研究中的应用；第4章手性化学合成，主要介绍手性化学合成的分类及发展，手性源合成法及应用
，不对称合成的含义及类型，不对称合成的方法和策略以及不对称化学合成的应用；第5章生物催化
手性合成，主要介绍生物催化手性合成的发展与特点，酶的结构及特点，酶催化反应的机理，微生物
生物转化，非水介质中的生物催化反应，生物催化的还原反应，生物催化还原和氧化反应，生物催化
水解反应和生物催化手性合成的研究展望；第6章外消旋拆分方法，主要介绍外消旋体有关性质，结
晶拆分，化学拆分法，动力学拆分，生物拆分法和其他拆分法；第7章手性色谱分离技术，主要介绍
液相色谱、超临界流体色谱、移动模拟床色谱、薄层色谱、逆流色谱以及电泳技术在手性物拆分方面
的应用。
另外各章后均附有参考文献与思考题，有利于复习中把握各章重点、难点以及继续学习。
本书是在作者科研和教学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使用多年的讲义修改、撰写而成，书中的较多素材
直接取自作者已发表的系列文章或公开的专利、或与作者研究密切相关的科技文献及其专著，因而本
书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并谨向所有著作权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可供从事手性技术及其在化学、精细化工、药物、环保和食品分析等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开发
的院校、研究单位和企业的有关人员参考。
本书由宋航教授主编，姚舜副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李子成、张义文、曹宇、李新莹和汪全义等。
此外，一些研究生也参与部分相关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知识和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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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与药物、精细化工以及新材料等领域密切相关的手性物科学与技术的基本概念、原
理、理论、方法、工艺及其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手性物的基本概念、作用及发展和应用状况，手性物化学基本概念，手性物研究方法，
手性化学合成，生物催化手性合成，外消旋拆分方法以及手性色谱分离技术等内容。
　　本书可用作化学、制药、精细化工、农药、新材料等领域相关学科和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
生的教材，也适合相关领域其他人员系统学习手性物有关技术知识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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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3.2不对称合成的类型不对称合成是在手性物质或手性环境的诱导下，由潜手性化合物为原料
转化为含有一个或几个手性中心的过程，其目的是要高对映选择性地制备光学活性化合物。
手性物质或提供手性环境的物质可以是手性的助剂、试剂或催化剂，因此，原则上不对称合成可以分
为三种主要的类型：使用手性助剂、手性试剂和手性催化剂的不对称合成。
那么，如何评价一个不对称合成的好坏呢？
概括起来，其评判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①高的对映选择性（以e.e.值表示）；②手性助剂易于制备或
获得并能循环使用；③可以制备R和S两种构型的产物；④最好是催化性的合成。
不对称合成是替代拆分法获得手性化合物的重要方法，不论从机理上还是操作上二两者都是不同的，
拆分法主要是一种物理过程，它是把已经合成的对映体分离开来，而不对称合成则是从潜（前）手性
底物在手性条件下直接转化为某一对映体过量的立体选择性反应。
迄今，能完成最好的不对称合成的手段无疑应首推自然界中的酶催化。
发展像酶催化体系一样有效的化学体系是对人类智慧的挑战。
近40年来的发展，在发现可与生物过程互补和各种多样性的立体选择性反应中，化学家已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这就是不对称催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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