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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化学》第一版自2003年8月出版以来，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6年间共印刷5次，第二版被评
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使用过第一版教材的教师和学生给本书提出了一些意见，如某些内容取材不当，印刷和排版有不妥之
处。
近年来有机化学在理论和应用上也有很大的进展，为了适应有机化学的新发展，同时配合有机化学国
家级精品课程的建设，作者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了较全面的修订。
　　本次修订的指导思想包括：精简繁杂和不适用的内容，突出理论和基本反应，达到少而精的目的
；根据我们的教学实践，本书仍以脂肪族和芳香族混编体系为主线进行编写；注重教学内容安排，利
于教师的启发性教学和学生的主动学习。
　　本次修订的内容包括：①将紫外吸收光谱、红外吸收光谱、核磁共振谱和质谱精简到一章——有
机化合物的波谱，以精简内容加强应用性；②将有机反应中几个重要的反应机理进行重写和加强；③
删除有机物的分离和鉴别章节，有关内容分散到各章中；④精简部分章节中的繁杂内容。
　　本书由鲁崇贤、杜洪光任主编。
参加修订编写的有：鲁崇贤（第1、3、13、16、17章），杜洪光（第2、10、11、12章），王涛（第4
、14、15章），赵邦蓉（第5章），田红（第6、7章），于景华（第8、9章）。
全书由鲁崇贤统稿。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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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国家基础课程教学基地(北京化工大学)教材之一
。
    本书共17章。
在内容编排上，采用脂肪族和芳香族混合编写体系，将分散在各章的有机化合物命名、构造、构型和
构象集中，进行系统讲述；强化官能团反应和反应机理；对四大光谱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适当地介绍
了有机化学学科的新成就。
另外，每章后均附有习题。
    本书可作为综合性院校和高等理工院校化工、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生物、制药工程、环境工程
等专业本科生的有机化学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书籍目录

第二版前言第一版前言第1章  绪论  1.1  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1.2  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    1.2.1  价键
理论    1.2.2  分子轨道理论    1.2.3  共价键的性质  1.3  共轭分子    1.3.1  丁二烯共轭分子结构    1.3.2  苯的共
轭分子结构  1.4  电子效应    1.4.1  诱导效应    1.4.2  共轭效应  1.5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1.5.1  按碳骨架分类
   1.5.2  按官能团分类  1.6  有机反应分类    1.6.1  均裂反应    1.6.2  异裂反应    1.6.3  协同反应  1.7  有机活性
中间体    1.7.1  自由基    1.7.2  碳正离子    1.7.3  碳负离子  1.8  反应速率、活化能    1.8.1  阿伦尼乌斯方程   
1.8.2  过渡状态理论  习题第2章  有机化合物的命名  2.1  基的概念和命名    2.1.1  某    2.1.2  亚基    2.1.3  次
基  2.2  次序规则  2.3  有机化合物的俗名和习惯命名法    2.3.1  有机化合物的俗名    2.3.2  有机化合物的习
惯命名法  2.4  有机化合物的衍生物命名法    2.4.1  烷烃    2.4.2  烯烃、炔烃和醇  2.5  脂肪族化合物的系统
命名法    2.5.1  基本方法    2.5.2  脂肪烃的系统命名    ⋯⋯第3章  有机化合物的构造、构型和构象第4章  
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第5章  有机化合物的波谱第6章  烷烃的化学性质第7章  烯烃、炔烃、共轭二烯
烃和脂环烃第8章  芳香烃的化学性质第9章  卤代烃的化学性质第10章  醇、酚和醚第11章  醛、酮和醌
第12章  羧酸及其衍生物第13章  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第14章  有机含氮化合物第15章  杂环化合物第16章  
氨基酸、蛋白质、核酸、萜类和甾族化合物第17章  有机化合物的来源和合成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化学>>

章节摘录

　　第4章　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　　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一般包括沸点、熔点、溶解性、相对
密度和折光率等。
　　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非常重要，不论在实验室中还是在工业生产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例如，沸点和熔点是纯物质最重要、最基本的两个物理常数，纯物质具有一定的沸点和熔点，因此根
据沸点或熔点可以鉴定有机物，也可以判断有机物是否纯净。
又如，不同的物质具有不同的沸点，根据它们沸点之间的差异，用精馏的方法可以从液体混合物中分
离出纯的物质。
另外，根据有机物溶解性的不同也可以实现有机物的分离。
总之，不论在实验室中还是在工业生产中，在制备有机物时，运用的是它们的化学性质，即化学反应
；而在分离、提纯、鉴定时，则必定要涉及它们的物理性质。
　　有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受分子间作用力影响。
　　4.1　分子间作用力　　原子间通过化学键形成分子。
分子间也有相互作用力，这种作用力虽然不大，比化学键能小1或2个数量级，但对物质的物理性质有
着明显的影响。
　　分子间作用力通常包括色散力、静电力和氢键三种。
　　4.1.1　色散力　　色散力即诱导偶极一诱导偶极间作用力。
当非极性分子在一起时，非极性分子的偶极矩虽然为零，但是在分子中电荷的分配不是很均匀的，在
运动中可以产生瞬时偶极矩，瞬时偶极矩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色散力。
这种分子问的作用力，只有在分子比较接近时才存在，其大小与分子的极化率（有多少分子极化）和
分子的接触表面的大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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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共分17个章节，主要对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命名、有
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芳香烃的化学性质、羧酸及其衍生物、杂环化合物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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