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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合成是有机化学的中心，是有机化学家改造世界、创造未来最重要的手段，有机合成更能集中体
现化学学科的科学价值和当前的综合水平。
有机合成从总体上讲涉及各种各样的单元反应，包括碳碳键的形成和官能团的转化、保护等，可称为
“有机合成反应方法学的问题”，是有机合成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将这些方法组合起来用于特
定目标分子的合成如“合成子法”（Syntoon）和“切断法”（Disconnection）等,涉及有机合成技巧、
艺术性，这也可称为“有机合成艺术及方法论问题”。
 《有机合成原理及路线设计》正是基于这两者基础之上，既讨论了有机合成的一些基本方法，又阐述
了有机合成的技巧及有机合成设计的艺术性。
这正有别于其他的有机合成教材，要么只讨论有机合成的基本方法，如碳碳键的增长、缩短或碳环的
形成等，要么只讨论有机合成线路的设计等问题。
 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内容有所创新,能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需要，适应培养21世纪创新人才的需要。
具体说来，《有机合成原理及路线设计》体现了以下三点。
 ① 注重基础，重视有机单元反应的介绍。
有机单元反应是有机合成反应方法学的问题，是有机合成的基础。
可以这样说，谁掌握的反应愈多，谁分析问题的能力就愈大，谁的有机合成设计方案就愈好。
与传统有机合成类图书相比，本书将有机反应单元置于具体的有机合成实践中，有利于读者对有机反
应的活学活用。
正如孤立地记英语单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但将英语单词放在句子中学习，既有利于单词的记忆，
又有利于单词的应用。
 ② 强化合成设计技术。
如何将具体有机反应组合起来用于特定目标分子的合成，这是有机合成设计所需解决的问题。
本书把大量实例融会于理论阐述之中，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总结出有机合成设计技巧，有助于读者
的记忆。
 ③ 适当介绍学科前沿。
书中尽可能反映有机合成新进展，如天然有机物的合成、绿色有机合成等。
 本书是笔者多年来讲授该课程自编讲义的基础上多次修订而成，其内容取材，既讲述了有机化学单元
反应，又讨论了有机合成的方法设计。
书中将有机单元反应和合成设计技巧融为一体，这是本书的主要特色。
体现了有机化学反应是有机合成的理论基础，有机合成设计技巧是有机合成方法论原则，有机合成是
有机化学反应的活学活用。
将有机单元反应置于具体的合成实践中有利于读者掌握有机反应，避免了孤立学习单元反应的枯燥性
，又有利于合成设计方法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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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有机单元反应原理及有机合成路线设计技巧巧妙地融为一体，既讲述了有机化学单元反应，增
长和缩短碳链的方法，碳环的形成及破裂，官能团的引入、除去与互变，合成的导向等问题，又讨论
了有机合成的方法设计（逆合成、合成子法等）。
最后介绍了不对称合成及绿色有机合成。
    本书内容新颖，可供高等院校化学、应用化学、化工、材料、生物、药学、环境等专业作为有机合
成课程教材，也可供有机合成、药物化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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