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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实施的基础上，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的
发展和培养目标的要求，为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内外有机化学特别是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发展的趋
势，对周科衍、高占先主编的《有机化学实验》(第三版)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修改和增补，以满足
教学改革的要求。
在准备修订本书时，本书的创编者周科衍教授因病不幸逝世。
他对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和编写《有机化学实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多次再版使本书得以适应高等
学校教学发展的总趋势。
他的逝世对我国工科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和本书的修订都是一重大损失。
有幸的是周先生审视了“《有机化学实验》第四版修订设想”，留下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修订版的编写体系按有机化学实验室和有机化学实验综合介绍、有机化学实验技术、有机化合物的
反应及基本制备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六篇编写。
后三篇是新增写的以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在第三版的常量与小量化制备实验相结合的基础上，本修订版将实验规模延伸到半微量和微量制备实
验，构成了常量、小量、半微量和微量制备实验贯通的新体系，增加了实验安排的柔性化，有利于全
面学习有机化学实验。
在有机化学实验室和有机化学实验综合介绍一篇中，增写了有机化学品的毒性及化学废弃物排放，有
机化学实验常用数据参考书，有机化学实验CD-ROM，有机化学实验的规模及玻璃仪器的选择等；改
写了常用的玻璃仪器及用途，常用的反应装置等。
在有机化学实验技术一篇中增写了化学试剂的称量、计量和转移，气体的吸收，对空气敏感化合物实
验技术，高效液相色谱，紫外光谱，旋光度的测定，相对密度的测定等。
改写了常用反应装置，加热、冷却与搅拌，萃取和洗涤，化合物的分离与提纯，沸点的测定及标准沸
点，折射率的测定及标准折射率，红外吸收光谱及核磁共振谱等。
增补与改写的内容主要是适应半微量和微量制备实验的要求，满足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与研究性
实验的需要。
有机化合物的反应及基本制备实验一篇是在第三版的有机化合物的反应和制备实验的基础上做了较大
幅度的删改和增补。
删去了对环境污染严重(如铬盐氧化)、操作技术不典型或反应类型重复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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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覆盖面广，有基本性内容，也有提高性实验；以基本训练为主，又可向更高阶段的训练引导
；随书配有《有机化学实验助学型课件》光盘，还配套发行《有机化学实验CAl教学课件》(2．0版)；
适应不同的教学要求，工科、理科、师范等院校均可用；可用于传统的教学方式，也适应实验室开放
的教学方式，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使用。
全书分为有机化学实验室和有机化学实验综合介绍、有机化学实验技术、有机化合物反应和基本制备
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六篇。
其中后三篇是新增写的，对前三篇也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订。
　　本次修订主要增加了新的操作方法；把常量和小量合成实验扩展到以小量合成为主兼顾常量、半
微量和微量合成实验；对许多传统的实验都增加了微量合成操作；引进了微波促进化学反应、绿色合
成等新的实验技术；体现新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的知识，初步进行实验研究工作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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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占先，1945年1月生，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博士生指导教师，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教育部化学
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营口向阳催化剂公司高分子研究所（省级高新技术所）荣誉所长
，长期从事有机化学基础课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主持有机化学及有机实验课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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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技术第三篇 有机化合物的反应及基本制备实验　3.1　烃类　　实验一　环己烯的制备　　　(
一)小量制备　　　(二)　微量制备　　实验二　叔戊醇和异戊醇的脱水　　　(一)　叔戊醇用硫酸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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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氯水解反应速率的测定　3.3　醇　　实验六　苯甲醇的制备　　实验七　2-苯基乙醇的制备　　实
验八　环己醇的制备　　　(一)　异丙醇铝的制备　　　(二)　环己酮的还原　3.4　醚　　实验九　
正丁醚的制备　　实验十　甲基叔丁基醚的制备　　实验十一　苯基正丁基醚的制备　3.5　醛和酮　
　实验十二　苯甲醛的制备　　实验十三　环戊酮的制备　3.6　羧酸　　实验十四　己二酸的制备　
　实验十五　苯甲酸的制备　　　(一)　小量制备　　　(二)　微量制备(相转移催化法)　3.7　羧酸衍
生物　　实验十六　丁二酸酐的制备　　实验十七　乙酸乙酯的制备　　实验十八　乙酸正丁酯的制
备　　　(一)　小量制备　　　(二)　半微量和微量制备　　实验十九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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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十一　硝基苯的制备　　实验二十二　对硝基苯胺的制备　3.9　胺　　实验二十三　间硝基苯
胺的制备　　实验二十四　季铵盐的制备及其反应　3.10　重氮盐及其反应产物　　实验二十五　邻
氯苯甲酸的制备　　实验二十六　重氮盐的制备及其反应　3.11　芳香族磺酸　　实验二十七　对甲
苯磺酸的制备　3.12　金属有机化合物　　实验二十八　正丁基锂的制备及其含量分析　　　(一)　正
丁基锂的制备　　　(二)　正丁基锂含量分析　3.13　杂环化合物　　实验二十九　喹啉的制备　3.14
　糖类化合物　　实验三十五　乙酸葡萄糖酯的制备　　　(一)　五乙酸n-葡萄糖酯的制备　　　(二)
　五乙酸口-葡萄糖酯的制备　　实验三十一　五乙酸口-葡萄糖酯异构成五乙酸a-葡萄糖酯　　实验
三十二　酶催化淀粉的水解反应　　　(一)　酶催化水解　　　(二)　酸催化水解　3.15　维蒂希反应
　　实验三十三　反式二苯乙烯的制备　　　(一)　苄基膦酸二乙酯的制备　　　(二)　反式二苯乙
烯的制备　　　(三)　小量甲醇钠的制备　　　(四)　亚磷酸三乙酯的制备　3.16　缩合反应　　实验
三十四　2-乙基-2-己烯醛的制备　　实验三十五　肉桂酸的制备　　　(一)　小量制备第四篇　综合
性实验第五篇　设计性实验第六篇　研究性实验参考书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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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仪器的干燥  在有机化学实验中，往往需要用干燥的仪器。
因此在仪器洗净后，还应进行干燥。
事后把仪器干燥好，就可以避免临用时才进行干燥。
下面介绍几种简单的干燥仪器的方法。
（1）晾干：在有机化学实验中，应尽量采用晾干法子实验前使仪器干燥，仪器洗净后，先尽量倒净
其中的水滴，然后晾干。
例如，烧杯可倒置于柜子内；蒸馏烧瓶、锥形瓶和量筒等可倒套在试管架的小木桩上；冷凝管可用夹
子夹住，竖放在柜子里。
放置一两天后，仪器就晾干了。
应该有计划地利用实验中的零星时间，把下次实验需用的仪器洗净并晾干，这样在做下一个实验时，
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2）在烘箱中烘干：一般用带鼓风机的电烘箱。
烘箱温度保持在100～120℃。
鼓风可以加速仪器的干燥。
仪器放入前要尽量倒净其中的水。
仪器放人时口应朝上。
若仪器口朝下，烘干的仪器虽可无水渍，但由于从仪器内流出来的水珠滴到别的已烘热的仪器上，往
往易引起后者炸裂。
用坩埚钳子把已烘干的仪器取出来，放在石棉板上冷却；注意别让烘得很热的仪器骤然碰到冷水或冷
的金属表面，以免炸裂。
厚壁仪器如量筒、吸滤瓶、冷凝管等，不宜在烘箱中烘干。
分液漏斗和滴液漏斗，则必须在拔去盖子和旋塞并擦去油脂后，才能放人烘箱烘干。
（3）用气流干燥器吹干：在仪器洗净后，先将仪器内残留的水分甩尽，然后把仪器套到气流干燥器
（图1.6-6）的多孔金属管上。
要注意调节热空气的温度。
气流干燥器不宜长时间连续使用，否则易烧坏电机和电热丝。
（4）用有机溶剂干燥：体积小的仪器急需干燥时，可采用此法。
洗净的仪器先用少量酒精洗涤一次，再用少量丙酮洗涤，最后用压缩空气或用吹风机（不必加热）把
仪器吹干。
用过的溶剂应倒入回收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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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第Z-版在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举办的全国优秀教材评选中获国家.教委Z-等奖。
本书的第三版与《有机化学实验MMCAI教学课件》（1.0版）和《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指导》构成“有
机化学实验系列教材”，在2001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教育部）组织的中国高校科学技术
奖评选中获“自然科学奖教材类”二等奖。
大连理工大学的“有机化学及有机化学实验”于2002年被评为辽宁省的优秀课程。
大连理工大学的“有机化学及有机化学实验”于2003年被评为辽宁省精品课程。
大连理工大学的“有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于2004年2月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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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实验(第4版)(新封面)》不仅是学生在校时必备的教科书，也是攻读更高学位和从事有关专
业工作人员长期使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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