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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不少化工、化学类专业开设了有关精细化工的短学时课程,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我们对所编写的
长学时课程教材《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第二版)进行精炼和查新,编写了本书作为短学时课程
教材。
本书在介绍各单元反应的实例时,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刚刚工业化的新工艺、新技术、新合成路线和科技
创新思想。
但是对实例只给出大致的反应条件,因为各企业的关键技术都是保密的,我们无法获得各企业最新关键
技术的确切信息。
本书在每章之末给出一定数量的习题,绝大部分习题的答案都可以在书中找到,部分计算题和合成路线
题的答案在附录中给出。
考虑到上网查新非常方便,本书未列出详尽的参考文献,只给出一定数量的2005年以后出版、发表的综合
性和专题性参考文献,供任课教师备课之用。
本书由唐培堃、冯亚青、王世荣主编,第1～3、6、8章由唐培堃编写,第10～12、14章由冯亚青编写,第4
、5章由王世荣编写,第7、13章由陈立功编写,第9章由闫喜龙编写。
电子课件由唐培堃、王世荣、郭俊杰(天津商业大学)制作。
本书配有电子课件,可供任课教师参考。
我们编写短学时课程教材还是第一次尝试,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恳欢迎任课教师和读者批评指正,提出
宝贵意见。
唐培堃冯亚青于天津大学新园村201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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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是根据作者所编写的长学时课程教材《精细有机合成化学与工艺学》（
第二版）进行精炼和查新编写而成的,适用于化工、化学类专业作为短学时课程教材。
　　本书以单元反应为体系，概述了十二个单元反应的化学与工艺学。
在叙述各单元反应的生产实例时，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刚刚工业化的新工艺、新技术、新合成路线和科
技创新思想。
并在每章末给出一定数量的习题。
　　本书配有电子课件，可供任课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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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1精细化工的范畴和特点精细化工指的是生产精细化工产品的工业，全称是“精细化
学工程”，属于化学工程学范畴。
我国原化学工业部1986年6月3日颁布了《关于精细化工产品分类的暂行规定和有关事项的通知》，规
定中国精细化工产品包括11个产品类别，分别是：农药、染料、涂料（包括油漆和油墨）、颜料、试
剂和高纯物、信息用化学品（包括感光材料、磁性材料等能接收电磁波的化学品）、食品和饲料添加
剂、黏合剂、催化剂和各种助剂、（化工系统生产的）化学药品（原料药）和日用化学品、（高分子
聚合物中的）功能高分子材料（包括功能膜、偏光材料等）。
每一门类又可以分为许多小类，例如在催化剂和各种助剂门类中又分为催化剂、印染助剂、塑料助剂
、橡胶助剂、水处理剂、纤维抽丝用油剂、有机提取剂、油品添加剂、炭黑（橡胶制品补强剂）、电
子工业专用化学品等20个小类。
中国的分类暂行规定中，不包括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的药品，中国轻工业总会所属的日用化学品和其
他有关部门生产的精细化工产品，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精细化工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①除了化学合成反应、前处理和后处理以外，还常常涉及剂型制备和商品化（标准化）’才能得到最
终商品。
②生产规模小，生产流程大多为间歇操作的液相反应，常采用多品种综合生产流程或单元反应流程。
③固定投资少、资金产出率高。
④产品质量要求高，知识密集度高；产品更新换代快、寿命短；研究、开发难度大，费用高。
⑤在生产工艺、技术和配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生产稳定期短，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改进。
配方和加工方面的技术秘密和专利，造成市场上的垄断性和排他性。
⑥商品性强，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市场调查和预测非常重要。
在产品推销上，应用技术和技术服务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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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简明版)》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推荐教材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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