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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2版全国高职高专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供中药学和药学类专业用)之一。
全书分16章，系统介绍了有机化学各类化合物的命名、结构和化学性质。
书后附有目标检测参考答案及有机化学(3年制)教学基本要求。
本书的编写突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坚持体现“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教学
，注重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等。
    本书可供中医药院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药学和药学类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成人教育中药学和
药学类专业学生、自学考试人员使用，还可作为广大中医药专业工作者以及中医药爱好者的学习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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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化学。
有机化合物简称有机物，主要含碳和氢两种元素，有的还含有氧、氮、卤素、硫、磷等元素，因此，
有机化合物可以定义为“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所谓衍生物是指碳氢化合物中的一个或几个氢原子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取代而得的化合物。
因此，有机化学的完整定义应该是：研究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的化学。
它主要是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命名、理化性质、合成方法、应用，以及有机化合物之间相互转化
所遵循的理论和规律的一门科学。
由于含碳化合物数目很多，据1985年资料报道，已知的有机化合物有800万种左右，并且这个数目还在
不断地迅速增长中，所以把有机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是很必要的。
实际上，在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它们遵循着共同的变化规律，只是
在组成和性质上有所不同。
至于某些简单的含碳化合物，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盐等，因其有无机化合物的典型性质，通
常看作无机化合物而不在有机化学中讨论。
回顾有机化学的发展史，劳动人民早已在生产劳动中逐渐积累了大量利用自然界存在的有机物的实践
知识。
我国在夏、商时代就知道酿酒和制醋，汉朝时发明了造纸，我国古代医药学家对动植物进行了治疗疾
病的调查研究。
《西汉淮南子·修务训》记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时，一日而遇
七十毒”。
这里所指的“毒”，就是包括药物毒物和食物的品种，“七十”则是泛指许多品种。
说明我国祖先长期调查和实践，利用各种动植物治疗疾病，是我国中医药学的特色。
后来总结为《神农本草》，收集有365种重要的药物，在公元200年出版，可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
典。
明朝伟大的药学大师李时珍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巨著《本草纲目》，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药物大全书。
在制药工业方面，我国很早就掌握了药物浸制、调剂等技术，并将天然药物制成丸、散、膏、丹等中
药剂型，所以我国创造的中药学对世界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科学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有机物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和提高。
18世纪以来，先后从动植物中分离出一系列较纯的有机化合物，如甘油、草酸、酒石酸、枸橼酸、乳
酸、吗啡、尿素等。
但由于当时这些有机物的来源只限于动植物有机体，对有机物到底如何形成的问题尚不能得到解释。
当时有些学者，提出了“生命力”学说，认为有机物只能在生物体中，在神秘的“生命力”的影响下
产生，人只能从动植物体中得到它们，而不能用人工的方法以无机物制取。
这种看法，使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严重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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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第2版)》供中药学和药学类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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