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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按照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化学专业规范》中涉及的
知识要点编写的。
有机化学课程是化学与化工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也是生命科学、药学、医学和环境科学的必修课
程之一。
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包括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性质以及结构与性质的内在联系。
有机化学的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能够牢固地掌握有机化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运用这些知识去
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以及培养自我更新知识、获取知识的能力。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有机化学涉及的内容不断丰富，在强调基础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
适当地结合学科前沿以及发展趋向也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国内使用的有机化学教材种类颇多，但总
体上而言，内容的编排大致上都是以化合物的类型为主线进行的，即绪论、烷烃、环烷烃、烯烃、炔
烃和多烯烃、芳烃、鹵代烃、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有机化合物、糖、氨基酸与蛋
白质、核酸等。
有些教材中还涉及有机合成的基础内容。
在介绍化合物类型的章节中，都涉及化合物的命名、结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以及化合物的制备方
法。
这种编排方式已经使用了数十年，普遍应用在国内高等院校的有机化学教学中。
这种教学模式的可操作性强、易于讲解，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不容置疑。
不过，我们利用这种编排模式从事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有些本来有密切
关联的知识点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中，使部分学生学习时难以进行有机的联系。
譬如化合物的物理性质、碳氢键的卤代反应，等等。
因此，近年来逐渐产生了以另一种模式编排有机化学教材的欲望，虽几经犹豫，但在各位朋友和同事
的大力支持下，最终下决心将其付诸实施，编写了这套有机化学教材。
　　这套有机化学教材分上、下册，共二十二章。
上册为第1章至第、2章，下册为第13章至第22章。
总体而言，这套教材可以分成几个板块：1）分类与命名；2）基础理论；3）物理性质与分子间弱相互
作用；4）常见的有机基团的化学行为；5）异构现象；6）波谱知识；7）含氧与含氮天然有机化合物
的介绍；8）有机合成基础；9）精细有机化学品.具体情况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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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化学（上册）》是按照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化学专
业规范》中涉及的知识要点编写的。
全书共分二十二章，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理论，有机分子的弱相互
作用与物理性质，有机化学中的取代基效应，有机化合物的酸碱性，碳氢键的化学，有机化学中的同
分异构现象，简单烯键与炔键的化学，共轭烯键的化学，芳环的化学，碳卤键的化学，有机化合物的
结构表征方法。
每章后面还附有一定数量的习题。
　　《有机化学（上册）》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的理科、工科和医科等专业的师生作为有机化学课程
学习的教材，也可作为其它各相关专业读者学习有机化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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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化学是基于对化学键的理解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自从1916年Lewis提出共价键的理论以来，人们对共价键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
此外，现代量子化学从头算起理论对共价键结合的分子的电子结构的计算结论与实验数据相当吻合。
　　然而随着化学与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仅仅考虑化学键的作用很难解释生物大分
子体系所拥有的特殊性质。
实际上，分子（或基团）间的弱相互作用（weakinteraction）是一类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且对物质的物化
性质有重要影响的作用方式。
分子（或基团）间的弱相互作用在维持生物大分子的二、三、四级等高级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弱相互作用的加和与协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性和选择性决定了分子识别、分子组装、组装
体的特定结构和功能。
生物分子通过共价键连接结构部件形成直链聚合物，而大量的弱相互作用是将其独特的三维结构维持
在一个动态的水平不可缺少的力量。
生命科学的进展也表明弱相互作用在构筑生命体系（如细胞膜、DNA双螺旋）及酶识别、药物／受体
识别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旦这些弱作用方式被破坏或者改变则容易引起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所以了解这些弱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这些弱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分子间作用力本质上是静电作用，一种是静电吸引作用，如永久偶极矩之间的作用、偶极矩与诱
导偶极矩间的作用、非极性分子的瞬间偶极矩间的作用；另一种是静电排斥作用，它在分子间的距离
很小时才能表现出来。
分子间的实际作用力是吸引作用和排斥作用之差。
而通常所说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及其特点，主要指分子间的引力作用，常称作范德瓦尔斯（VandeWaals
）作用力。
　　范德瓦尔斯力的主要形式有三种。
①取向力，存在于极性分子的偶极一偶极间的相互作用力。
②诱导力，包括偶极一诱导偶极间的相互作用力。
③色散力，非极性分子因为电子与原子核的相对运动，互相感应产生随时间变化的瞬间偶极矩间的相
互作用力，这种引力普遍存在于所有分子中。
　　除上述物理作用力外，在分子间作用力和化学键作用之间还存在一些较弱的化学键作用，这种作
用有饱和性和方向性，但作用力比化学键力小得多，键长较长，现在归属为分子间的弱键相互作用。
这类作用主要包括氢键、分子间的配位键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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