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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化学与生物、医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机化学课程主要学习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应用、性质及制备方法，有机化合物的立体概
念，主要的有机反应机理，以及波谱知识和有机物的结构解析，还包括油脂、糖、核酸、蛋白质的结
构与性质。
自1988年以来，复旦大学化学系先后为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原上海中医药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和
第二军医大学等上海地区四所医科大学医学专业开设了有机化学课程。
在教学过程中，着重从有机物结构和反应机理出发引出性质和反应，并注重考虑如何从有机物分子的
结构、性质为基础拓展到生物大分子结构和性质的关系。
2003年以来，复旦大学对本科教学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目前本科教学培养方案的课程结构由通识教育课程、文理基础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三个板块构成，有
机化学是医学类所有专业（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法医学、预防医学等）的基础课，生物技术及生物
科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
我们对我校医学、生物等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进行了研究，结合学校给予学生严格的学科基础训练，
侧重知识的交叉融合、强调专业前沿和复旦科学研究特色的传播等理念，研究了有机化学课程的地位
与作用，制定了新的培养计划，从教学方法、手段、内容上对有机化学课程进行全面改革。
本课程主要讲授常见有机物的结构、性质以及反应机理、结构鉴定等基础知识，要求学生掌握常见的
有机反应、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分离和表征的方法，具备分析和解决实际中遇到问题的思维能力。
经过多年的建设，有机化学作为一门量大面广的专业基础课，在2005年被评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
本书按照有机化合物官能团进行分类采用芳香族和脂肪族合并编写的体系，介绍了各类有机化合物的
结构、物理和化学性质、主要用途、重要的反应机理以及测定有机化合物的质子核磁共振、红外光谱
、紫外与可见光谱的基本原理，还包括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天然产物的结构、性质以及重要的生物功
能。
全书共分十九章。
本书在编写中注重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内容选择上注重实用性和新颖性，在有关章节对重
要的反应机理进行阐述，深度和广度上较现行的同类教材略有提高，以利于学生对有机化学的深入理
解和掌握，为后续相关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各章均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和习题，并根据各章内容，结合一些重要的学科前沿、社会热点、有机化
学的应用等，提供了一些知识介绍。
书末附有推荐的有机化学网站资源，红外和质子核磁共振特征数据，可供学生学习时参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医学、药学、生命科学各专业的有机化学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择使用。
本书由王全瑞主编，王全瑞、王辉、匡云燕、孙兴文、李志铭、张丹维、张鲁雁、周春儿、贾瑜（以
姓氏笔画为序）等参加编写工作。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复旦大学教务处教学团队经费的支持。
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团队其他老师对本教材的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复旦大学化学系本科教学指导小
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另外，化学工业出版社对于本教材的出版给予了大量帮助和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可能存在很多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全瑞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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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有机化合物官能团进行分类，采用芳香族和脂肪族合并编写的体系，介绍了各类有机化
合物的结构、物理和化学性质、主要用途、重要的反应机理以及测定有机化合物的质子核磁共振、红
外光谱、紫外与可见光谱的基本原理，还包括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天然产物的结构、性质以及重要的
生物功能。

　　本书注重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相结合，实用性和新颖性相结合，深度上较现行的同类教材略有
提高。
各章均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和习题，并提供了一些知识介绍。
书末附有推荐的有机化学网站资源，红外和质子核磁共振特征数据，可供学生学习时参考。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医学、药学、生命科学各专业的有机化学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择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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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环烷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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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分类
3.1.2 命名
3.2 单环脂环烃的性质
3.2.1 物理性质
3.2.2 化学性质
3.3 环烷烃的结构与稳定性
3.3.1 Baeyer张力学说
3.3.2 燃烧热与稳定性
3.3.3 环丙烷的结构
3.4 脂环烃的构象
3.4.1 影响脂环烃稳定性的因素
3.4.2 环丁烷和环戊烷的构象
3.4.3 环己烷的构象
3.4.4 一取代环己烷的构象
3.4.5 二取代环己烷的构象
3.4.6 多取代环己烷的构象
3.4.7 十氢化萘的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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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第4章 烯烃、炔烃和二烯烃
4.1 烯烃
4.1.1 烯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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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烯烃的同分异构现象和命名
4.1.3 物理性质
4.1.4 化学性质
4.2 炔烃
4.2.1 炔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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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二烯烃的分类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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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金属氢化物还原反应
13.4 各类羧酸衍生物的特性反应
13.4.1 酯的缩合反应
13.4.2 酰氯的Rosenmund还原反应
13.4.3 酰胺的Hofmann降级反应
13.4.4 酚酯的Fries重排
13.5 1,3二羰基化合物的反应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13.5.1 1,3二羰基化合物岐睬獾乃嵝院拖┐几豪胱拥奈榷ㄐ
13.5.2 Michael加成和Robinson环化
13.5.3 1,3二羰基化合物碳负离子的反应
13.6 互变异构现象
13.7 碳酸衍生物
13.7.1 碳酰氯
13.7.2 碳酰胺
知识介绍阿司匹林及抗炎药物
习题
第14章 含氮化合物
14.1 胺的分类，结构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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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胺的分类
14.1.2 胺的结构
14.1.3 胺的命名
14.2 胺的物理性质
14.3 胺的化学性质
14.3.1 碱性
14.3.2 烷基化反应
14.3.3 酰基化反应
14.3.4 磺酰化反应
14.3.5 与亚硝酸反应
14.3.6 胺甲基化反应（Mannich反应）
14.3.7 胺的氧化和Cope消除
14.3.8 苯胺的特征反应
14.4 季铵盐和季铵碱
14.4.1 Hofmann消除和彻底甲基化
14.4.2 相转移催化作用
14.5 重氮化合物
14.5.1 重氮化合物的制备——重氮化反应
14.5.2 重氮盐的反应及其在合成上的应用
14.6 重氮甲烷的性质
14.6.1 与含活泼H的化合物反应
14.6.2 与醛、酮的反应
14.6.3 卡宾的产生
14.7 腈和异腈
14.7.1 腈与异腈制法
14.7.2 腈与异腈的性质
知识介绍偶氮染料
习题
第15章 杂环化合物
15.1 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15.1.1 五元杂环
15.1.2 六元杂环
15.1.3 稠杂环
15.1.4 标氢
15.2 五元杂环化合物
15.2.1 吡咯、呋喃、噻吩
15.2.2 含两个及多个杂原子的五元杂环
15.3 六元杂环化合物
15.3.1 吡啶
15.3.2 嘧啶、吡嗪和哒嗪
15.4 稠杂环化合物
15.4.1 喹啉和异喹啉
15.4.2 吲哚
15.4.3 嘌呤
15.5 生物碱
15.5.1 生物碱的一般性质
15.5.2 生物碱的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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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3 重要的生物碱
知识介绍精神依赖性药物与毒品
习题
第16章 脂类化合物
16.1 油脂
16.1.1 油脂的组成、结构和命名
16.1.2 油脂中的脂肪酸
16.1.3 物理性质
16.1.4 化学性质
16.1.5 肥皂和表面活性剂
16.2 蜡
16.3 磷脂
16.3.1 甘油磷脂
16.3.2 鞘磷脂
16.4 萜类化合物
16.4.1 单萜
16.4.2 倍半萜
16.4.3 二萜
16.4.4 三萜
16.4.5 四萜
16.5 甾类化合物
16.5.1 甾族化合物的基本结构
16.5.2 甾族化合物的立体异构
16.5.3 甾醇
16.5.4 甾体激素
知识介绍脂肪及其生理功能
习题
第17章 碳水化合物
17.1 单糖
17.1.1 单糖的分类
17.1.2 单糖的构型和命名
17.1.3 单糖的环状结构
17.1.4 单糖的化学性质
17.1.5 若干重要的单糖
17.1.6 单糖的衍生物
17.2 二糖
17.2.1 还原性二糖
17.2.2 非还原性二糖
17.3 多糖
17.3.1 淀粉
17.3.2 糖原
17.3.3 环糊精
17.3.4 纤维素
17.3.5 甲壳素和壳聚糖
17.3.6 海藻多糖
17.3.7 黏多糖
17.3.8 果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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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介绍糖类物质与血型
习题
第18章 氨基酸、多肽和蛋白质
18.1 氨基酸
18.1.1 岐舶被?岬慕峁埂⒎掷嗪兔?
18.1.2 物理和光谱性质
18.1.3 岐舶被?岬乃峒钚院偷鹊绲
18.1.4 氨基酸的化学性质
18.2 肽
18.2.1 肽的结构和命名
18.2.2 肽键平面
18.2.3 多肽的结构测定
18.2.4 生物活性肽及自然界中多肽化合物
18.3 蛋白质
18.3.1 元素组成和分类
18.3.2 蛋白质的分子结构
18.3.3 蛋白质的性质
知识介绍（一）氨基酸和疾病
（二）分子病
习题
第19章 核酸
19.1 核酸的分类
19.2 核酸的化学组成
19.2.1 核酸的元素组成
19.2.2 核酸的基本化学组成
19.3 核酸的一级结构
19.4 核酸的二级结构
19.4.1 DNA的双螺旋结构
19.4.2 RNA的结构
19.5 核酸的三级结构
19.6 核酸的理化性质
19.6.1 一般物理性质
19.6.2 酸碱性
19.6.3 核酸的水解
19.6.4 变性、复性和杂交
19.7 核酸的功能
19.7.1 DNA的复制
19.7.2 RNA的转录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
19.7.3 基因的遗传和生物变异
知识介绍人类基因组计划
习题
附录1 有机化学网络资源
附录2 红外特征吸收数据表
附录3 典型有机化合物的1HNMR化学位移数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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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利用小分子物质在溶液中可通过半透膜，而蛋白质分子胶体颗粒大不能透过半透膜的
性质可将蛋白质分离提纯，这种方法称为透析法。
人体的细胞膜、线粒体膜和血管壁等也都是具有半透膜性质的生物膜，蛋白质可有规律地分布在膜内
，对维持细胞内外的水和电解质平衡均有重要生理意义。
（3）蛋白质的沉淀和变性调节蛋白质溶液的pH值至等电点使蛋白质呈等电状态，再加入适当的脱水
剂除去蛋白质分子表面的水化膜，使蛋白质分子聚集而从溶液中沉淀析出，沉淀蛋白质的方法有盐析
、有机溶剂、重金属盐和生物碱试剂等。
天然蛋白质因受物理因素（如加热、高压、紫外线、X射线）或化学因素（如强酸、强碱、尿素、重
金属盐、三氯乙酸等）的影响，可改变或破坏蛋白质分子空间结构，导致蛋白质生物活性丧失以及理
化性质改变，这种现象称为蛋白质的变性。
性质改变后的蛋白质称为变性蛋白质，蛋白质具有严密的立体结构，它主要靠分子中的次级键和二硫
键等在空间将肽链或链中某些肽段维系连接在一起。
由于理化因素影响，这些次级键被破坏，多肽链在空间的伸展从有规则的结构转变为松散紊乱的结构
。
蛋白质的变性主要发生空间构象的破坏，并不涉及一级结构的改变。
变性后的蛋白质分子形状发生改变，藏在分子结构内部的疏水基团大量暴露在分子表面，使蛋白质水
化作用减弱，蛋白质溶解度也就减小。
同时，由于结构松散而使分子表面积增大，流动阻滞，黏度也就增大，不对称性增加，导致失去结晶
性，且由于多肽链展开，使酶与肽键接触机会增多，因而变性蛋白质较天然蛋白质易被酶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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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为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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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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