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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化学基础（下册）（第2版）》在保留第一版特色的基础上，对化学原理及元素化学部分
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对有机化学部分则增加了&ldquo;有机化合物简介&rdquo;及&ldquo;蛋白质与核酸&rdquo;两章。
　　《近代化学基础（下册）（第2版）》共17章，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简介，脂肪族烃类化合物，
芳香族烃类化合物，对映异构，肉代烃、醇、酚、醚，醛和酮，羧酸及其衍生物，有机含氮化合物，
杂环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类脂化合物，蛋白质和核酸，金属有机化合物，簇状化合物，化学合成与
分离，化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等。
每章均有思考题或习题．书后附有部分习题的提示和参考答案及全书索引。
　　《近代化学基础（下册）（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制药、材料、轻纺、食品、环境工
程、生物工程等专业的化学基础课教材，也可供其它有关专业选用和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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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碳的氧化物、碳酸盐以及少数其它类型的化合物（如氰化钠等），尽管组成上都含有碳，但性
质上与一般的无机化合物相似，所以习惯上把它们放在无机化合物中讨论。
在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由于有机化合物数量庞大、应用广泛，从分子
的结构与性质上都和无机化合物有明显的差别。
15.1.1有机化合物结构的特点有机化合物虽然仅由碳和少数几种元素所组成，但有机化合物的数量已远
远超过由其它元素所组成的无机化合物的总和。
这是由于碳原子在周期表中位于第二周期第ⅣA族，使碳原子能以较强的共价键和碳原子或其它元素
的原子相结合。
有机化合物中碳原子间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即可以通过单键、双键、三键相互连接成直链
、支链的链状分子或连成具有环状的分子；碳原子的数量也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可以是一个、几个、
几十个甚至成千上万个。
具有同一分子式的分子，由于分子中原子相互连接的方式、顺序不同和分子中各原子间立体位置的不
同，即结构的不同而形成了性质不同的化合物，这种现象叫做同分异构现象。
具有相同分子式，结构和性质不同的化合物相互间称为同分异构体。
例如，分子式为C2H60的有机化合物，按照每种元素的化合价，可以分别形成下面两种不同的原子间
相互连接的顺序，从而构成了两个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完全不同的化合物——乙醇和甲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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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化学基础(第2版)(下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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