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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曙光初露，中国科技、教育面临重大改革和蓬勃发展之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
书》——这套凝聚了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导师们多年心血的研究生教材面世了。
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生教材不足的困难，对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起着积极
的推动作用。
　　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世纪，科学技术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和
不竭的动力，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而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决定因素是它所拥有的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我国要想在21世纪顺利地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邓小平同志规划的第三步战
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有
能力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科技大军，这是摆在我国高等教育面前的一项十分繁重而光荣的战略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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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讨论了当今有机化学的前沿课题手性合成（不对称合成）。
本书首先论述不对称合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学，从羰基化合物不对称的。
一烷基化及相关反应开始，然后介绍了羰基化合物的立体选择性亲核加成反应、不对称羟醛缩合及相
关反应、不对称氧化反应、不对称Diels-Alder反应及其他成环反应，不对称催化氢化及其他还原反应
和不对称反应方法学在天然产物合成中的应用；并介绍了生物催化手性合成反应、其他类型的不对称
反应，不对称反应的新概念及不对称反应催化剂的回收与多次重复使用问题。
书中列举了大量已报道的成果，特别是金属一配体和有机小分子催化的不对称反应的最新进展，对不
同不对称合成途径的优点和局限进行了对比分析。
　　本书将基础知识介绍和最新研究成果概述相结合，深入浅出，可作为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及精细
化工等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教师、科研人员、制药工业和精细有机化工
及相关行业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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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GC和HPLC比较，CE最大的优点是其高度的峰效率。
即使在分离因子极低的情况下，使用CE也能达到各峰之间的基线分离。
手性的气体和挥发性样品可以通过GC进行分析，而HPLC和CE则适用于无挥发性样品。
HPLC对于带电荷化合物或高相对分子质量样品的分离不合适，但这样的样品在CE中可以很好地得到
分离，而CE尤其适用于那些高相对分子质量样品的分析。
　　当将样品注射到毛细管中时，样品和选择剂之间形成暂时的非对映体配合物，在电场存在下这些
非对映体一般具有不同的淌度从而达到分离。
非对映体往往具有不同的空间取向，或它们的特定的分子内相互作用使得这些非对映体配合物具有不
同的有效电荷，这些因素都是非对映体间淌度差别的原因。
　　CE最初是作为生物大分子的分析和纯化而发展起来的微量分析技术。
这些生物大分子可依据其不同的电泳淌度而达到分离。
毛细管凝胶电泳基于分析样品在载体电解质中的分布，已广泛用于蛋白质和核酸的分离和分析。
在自由溶液（不含手性选择剂的溶液）中，对映体在电泳淌度上彼此没有区别。
但当缓冲溶液中含有某些手性化合物时就可实现分离。
能够帮助区分对映体的手性化合物称为选择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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