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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5年出版以来，承蒙广大读者及全国众多兄弟职业院校师生的厚爱，被选作专业教材或
参考书，至今已重印数次；2007年被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能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和高职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及其相关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微薄力量，
我们感到由衷欣慰。
作为第二版教材，我们在力求保持原有教材特点的基础上，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读者的反馈意见，对
原教材进行了修订，对全书的章节作了微调，将原书中“酯化”内容并入了“酰基化”一章中，适当
增加了有机合成基础反应的内容，删除了部分已趋淘汰的旧工艺、旧数据。
此外，为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将每章前面原有的“学习目标”具体分为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与“素质目标”，章后增加了“本章小结”。
第二版仍由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薛叙明任主编，太原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赵玉英任副主编
，北京化工学校刘同卷老师担任本书的主审，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张小华、太原科技大学化学
与生物工程学院史宝萍参与了教材的编写工作。
全书共设14章，其中薛叙明编写第一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四章；赵玉英编写第八章、第十章、
第十二章；史宝萍编写第九章；张小华编写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
全书由薛叙明负责统稿。
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及有关单位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陈炳和副院长、赵昊昱老师、蒋涛老师，对本书的修订工作提供了许多支持和帮助。
此外，书稿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国内高校、中专及其他类型学校的相关教材和其他文献资料。
在此谨向上述各位领导、专家及参考文献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精细化工涉及面很广，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又不断更新，限于编者水平和能力，加之时间仓促，
尽管力图完美，但疏漏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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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有机单元反应为主线，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细化学品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十几个单元反应的
基本原理、实施方法与控制因素、应用范围及实例；同时对有机合成反应的基础理论及技术基础、精
细有机合成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的有关知识也作了相应的介绍。
　　本书适用于高职高专类学校精细化工、有机合成、化学制药等化工类专业《精细有机合成技术》
课程教材，也可作为精细化工、有机合成、化学制药及相关行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及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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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知识目标：　　了解有机合成的任务、内容、发展历史和今后发展趋势；了解
精细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类型与特点；了解本课程的性质、讨论范围及学习方法。
　　能力目标：　　1．能说出有机合成的任务内容和主要发展阶段及其发展趋势；　　2．能简要解
释有机合成单元反应的类型与特点；　　3．能根据本课程的性质与内容，选择合理的学习方法。
　　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与动机、严谨治学的精神与不断进取的科学态度；
　　2．培养学生通过文献、网络等方式获取行业（学科）相关信息的能力，使其逐渐养成主动关心
行业发展前沿动态的职业习惯。
　　第一节　有机合成及其发展　　有机合成是指利用有机反应将简单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作为原料，
创造新的、更复杂、更有价值的有机化合物的过程。
人们通过有机合成，不仅能制造出自然界已有的、甚至非常复杂的物质，而且能制造出自然界尚不存
在的、具有各种特殊性能的物质，以适应人类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一、有机合成的任务、目的及内容、　　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野依良治
博士说过：“有机合成有两大任务：一是实现有价值的已知化合物的高效生产；二是创造新的有价值
的物质与材料。
”　　有机合成有两个基本目的。
一个是为了合成一些特殊的、新的有机化合物，探索一些新的合成路线或研究其他理论问题，即是实
验室合成。
为这一目的所需要的量较少，但纯度常常要求较高，而成本在一定范围内不是主要问题。
另一个是为了工业上大量生产，即工业合成。
为了这一目的，成本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收率上的极小变化，或工艺路线或设备的微小改进都
会对成本发生很大的影响。
　　实验室合成是根据一般碳架和官能团的变化规律所研究得出的结论，大多数具有普遍的意义，但
并非都适合于工业生产，能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实验室合成是根据有机化学反应、有机合成的基本规律和实验室反复试验的结果，它是有
机合成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经过严格筛选、改进才可能成为工业生产所适用的合成路线。
　　工业合成则是将简单的原料利用化学反应通过工业化装置生产各种化工中间体及化学产品的过程
。
根据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工业有机合成一般可分为基本有机合成和精细有机合成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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