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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三版的主要改动是在各类化合物的叙述中只保留反应机理的基本概念，将更深入的讨论放在下
册新增加的各章中，目的是使教材在使用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 潘国骏硕士承担了第三版的打印和制图，由于他的严谨而细致的工作，减少了初稿中的错误，谨表
示衷心感谢!.. 本书自1979年初版至今已有26年了，谨对广大读者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并希望继续批评、指正。
... 编 者 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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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按照化学类专业教学基本要求规范，在第
二版教材教学实践和广泛征集使用学校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全书分上下两册出版，共31章。
上册15章，主要介绍各类有机化合物的性质、主要反应、代表化合物，以及对映异构和光谱分析等；
下册16章，主要介绍天然有机化合物、立体化学及各类主要有机反应机理。
作者在讲述基础有机化学中融入前沿领域知识，同时交给学习者研究有机化合物的方法。
基础章节部分编人部分习题，书后有索引。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与应用化学类专业有机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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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  Pasteur用手工将葡萄酸钠铵的两种半面晶体仔细分捡出来，分别溶解于水后测定其旋
光性，发现其中一种与酒石酸钠铵相同，都是右旋的，而另一种则是左旋的；从左旋的葡萄酸铵钠水
溶液得到一种新的化合物——左旋酒石酸。
葡萄酸实际上是右旋酒石酸和左旋酒石酸的等量混合物，现在称为外消旋酒石酸，英文中的外消旋
（racemic）就是从葡萄酸来的。
这样，Pasteui·首先发现了对映异构现象，即两个化合物具有相同的化学构造而其旋光性相反。
在随后的几年中Pasteur还研究了天冬酰胺（asparagine）、天冬氨酸（aspar。
tic acid）和苹果酸等化合物的旋光性。
Pasteur还发现：甲酸锶的晶体具有半面晶形，晶体有旋光性，而在溶液中则是不旋光的。
这使Pasteur认识到：甲酸锶的旋光性是由晶体结构引起的，晶体溶解于水后旋光性就消失了。
1860.年Pasteur在一次讲演中说：“设想一个螺旋扶梯，如果是由立方体或其他能与其镜像叠合的砌块
砌成的，把扶梯拆毁，其非对称性（dissymmetry，指螺旋是右旋或左旋）就消失了，扶梯的非对称性
完全是其中梯级的排列方式引起的。
反之，设想螺旋扶梯的每一级都是由不规则的四面体（hTegular tetrahedron）砌成的，把扶梯拆毁，非
对称性仍然存在，因为现在牵涉到的是一堆（非对称的）四面体”。
“右旋酸（指右旋酒石酸）中原子是排列在右螺旋的螺线上，或是排列在一个不规则的四面体的顶点
上，或是按照其他特殊的非对称方式排列，这些问题我们还不能回答，不过这些原子以一种非对称方
式排列，并与其镜像不能重叠，则是毫无疑义的。
左旋酸（指左旋酒石酸）的原子正好按照与此相反的非对称方式排列，也是没有疑问的”。
这样，Pasteur就指出了立体化学中的一个重要原理：分子中原子的非对称排列，使它同它的镜像不能
互相叠合，是产生对映异构的根本原因。
一个化合物分子与其镜像不能互相叠合，必然存在着一个与镜像相应的化合物，这两个化合物之间的
关系，相当于右手和左手，即互相对映，这种异构体称为对映异构体。
旋光性是识别对映异构体的重要手段。
手性分子（chiral molecules）是指分子与其镜像不能叠合，因而有左右之分，非手性分子（achiral
mo|ecules）是指分子与其镜像能够互相叠合。
分子的立体结构分左右这种性质就叫做手性（chirality，handedness）。
手性只能在手性条件下识别。
例如，识别左右手可用分左右的手套，识别螺丝钉用相应的螺丝帽。
常用的识别手性化合物的手段是测定旋光性。
在一般情况下，手性化合物在液态或溶液中是旋光的，但也有极少数化合物的旋光度在可检测的限度
以下。
例如，乙基丙基丁基己基甲烷的两个对映体都已得到，但在280～580 nm波长范围内无旋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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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上)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学与应用化学类专业有机化学课程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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