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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化学专论》是为化学专业本科生编写的有机化学专业课教材，全书共八章，涉及有机化学
知识体系相对独立的八个专题：有机化学中的取代基效应、立体化学、有机反应机理和研究方法、有
机反应活性中间体、周环反应、重排反应、波谱分析在有机物结构分析中的应用和有机合成中的切断
。
《有机化学专论》编写的目的旨在加强学生对基础有机化学所学知识的总结，并提高学生理解和分析
问题的能力。
本书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化学专业学生学习有机化学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准备参加研究生入
学考试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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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羰基的伸缩振动吸收带是该区域内最重要的吸收带，频率范围为1870～1650
cm—1。
除去羧酸盐等少数情况外，羰基峰都尖锐或较宽，其强度都较大。
在羰基化合物的红外光谱中，羰基的吸收一般为最强或次强峰。
 （2）碳一碳双键的伸缩振动吸收峰在1670～1600 cm-1之间，强度中等或较弱。
烯基碳氢面外弯曲振动的倍频可能出现在这一区域。
 （3）苯环的骨架振动频率为1450cm，1500cm-1，1580cm-1，1600 cm-1，后三者的吸收带表明苯环的
存在。
但这三者的吸收带不一定同时都能显现。
苯环的碳氢面外弯曲振动的倍频和组频吸收带在2 000 1 660 cm之间。
这些峰强度弱，但对判断苯环的取代位置有一定的帮助。
芳杂环与苯环相似，如呋喃在1 600 cm-1，1500 cm-1 400 cm-1附近均有吸收带。
 这个区域除了上述碳一氧、碳一碳双键的吸收峰外，尚有C=N，N=（）等基团的吸收峰。
含硝基的化合物，硝基的不对称伸缩振动吸收峰也出现在这一区域。
 4.1 500～1 300 cm-1 5.1 300～900 cm-1 除含氢原子的单键外，其他单键的伸缩振动频率和分子骨架频率
等都在这区域。
部分含、氢基团的一些弯曲振动和一些含原子量较重的双键（如p=O，P=S等）的伸缩振动频率也在
这个区域。
这是因为弯曲振动的键力常数小，但含氢基团的折合质量也小，因此某些含氢官能团弯曲振动频率出
现在此区域。
双键的键力常数虽然大，但是两个重原子组成的基团的折合质量也大，所以其振动频率也出现在这个
区域，以致这一区域的红外吸收峰较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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