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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为适应教学需要和学时要求，同时也考虑到在精细化工行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精细化学品几
乎全是通过精细有机合成得到，故本书中特别强调化学合成及其相关知识。
同时，作者还将精细化工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成熟的技术、工艺融入本书。
本书内容涉及染料、有机颜料、荧光增白剂、功能性色素、农药的发展历史、合成（生产）、应用以
及对环境和人类安全诸方面。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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