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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合成化学在20世纪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
逆合成分析策略的建立，新的有机试剂的合成，新的高选择性合成反应和不对称合成方法的不断涌现
，结构更加复杂、新颖的天然产物成功的合成，现代有机合成技术的快速发展，分子组装技术和超大
分子的合成水平的提高，计算机辅助合成设计的应用，新的合成理论的创立以及合成路线设计的科学
性和艺术性等，使得有机合成化学不仅成为有机化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精细有机化工的基础，同时也
在有关交叉学科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并极大地丰富了有机合成化学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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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6章，首先介绍了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巧：逆合成法与路线设计基本规则、分
子的切断和官能团转化、导向基的引入与导向作用、合成子和极性转换、反应的非常规性差异性应用
及合成问题的简化等；其次介绍了有机合成常见反应：氧化反应、还原反应、自由基反应、官能团保
护、环加成反应、碳-碳键的形成、不对称合成以及有机非金属试剂等，使读者更加系统地了解有机合
成新反应和新技术；再次，对有机合成大师Corey的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策略的主要内容做了适当的介
绍；最后，剖析了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六个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实例，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有
机合成反应与路线设计策略。
    本书可作为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应用化学和精细化工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也
可作为从事精细有机化工、制药工业及相关产业技术人员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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