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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机化学既是一门基础理论课，又是一门实验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需要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
本书以较短的篇幅，简明扼要地介绍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适应高职高专化工类、制药
类、材料类及环境类等专业的教学需要。
本教材也可作为学习有机化学知识相关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书共分16章，以官能团为主线，脂肪族和芳香族混编，较系统地介绍了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反应及
其有关机理、制备方法，同时对重要的有机化合物现有的生产工艺做了简单介绍。
对已广泛用于鉴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等现代物理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
在糖、蛋白质、杂环化合物等章节中较多地引入了与有机化学关系密切的生物化学内容，每一章提供
了大量习题供学习者练习使用。
教材中还安排了一定数量的选学内容（以*标记），在使用中可灵活取舍，使教学内容安排富有弹性
。
在编写中，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及有关师生的建议安排全书内容，以使之更适合多学科、多
专业的需要。
本书编写有以下特点：1注重基础，适应性广。
为适应高职高专新专业的不断涌现，我们在编写中重视基础，同时又对理论知识进行适当的拓展，深
浅有别，希望能适应多个专业使用。
例如电子效应、空间效应对有机化合物性质的影响等给予必要的介绍，以达到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些基
本概念的目的。
2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
本书每章都编有学习目标和大量习题，有利于学生个体化学习。
每章后设置的习题强调基础内容，且难易有度，方便选择。
部分习题的解答超过了本教材所涵盖的理论知识，需要参考其他有机化学资料才能完成，有利于学生
扩展知识面。
3联系生产、生活实际，重视绿色化学理念。
特别注意有机化学的理论知识与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重视绿色化学理念，引进绿色环保的新反应
和新试剂，以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激发学生兴趣。
本书由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李赞忠、张瑄主编。
第1章～第5章由张瑄编写，第6章和第7章由马光路编写，第8章和第9章由吴海霞编写，第10章和第11
章由张岩编写，第12章～第16章由李赞忠编写。
全书由李赞忠统一修改定稿，由乌云、韩春杰任主审。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和学院各位领导及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本
书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鉴于编者对职教教改的理解和教学经验所限，书中可能存在疏漏和欠妥之处，殷切希望同行专家和读
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编者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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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根据高职高专化工类、制药类等专业的教学需要，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
。

本书共分16章，以官能团为主线，脂肪族和芳香族混编，较系统地介绍了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反应及
其有关机理、制备方法，同时对重要有机化合物的现有生产工艺做了简单介绍。
对已广泛用于鉴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红外光谱、核磁共振等现代物理分析方法进行了介绍。
在糖、蛋白质、杂环化合物等章节中较多地引入了与有机化学关系密切的生物化学内容。
每一章均提供了大量的习题供学习者练习使用。
教材中还安排了一定数量的选学内容(以*标记)，在使用中可灵活取舍，使教学内容安排富有弹性。

本书主要用于满足高职高专化工类、制药类、材料类及环境类等专业的教学需要，也可作为有机化学
知识学习的相关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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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化学因素强酸、强碱、重金属盐、三氯乙酸、乙醇、丙酮等。
（6）颜色反应蛋白质可以跟许多试剂发生颜色反应，例如在鸡蛋白溶液中滴入浓硝酸，则鸡蛋白溶
液呈黄色，这是由于蛋白质（含苯环结构）与浓硝酸发生了颜色反应的缘故。
还可以用双缩脲试剂对其进行检验，该试剂遇蛋白质变紫色。
可利用颜色反应来鉴别蛋白质。
如临床分析中尿蛋白的检验。
（7）蛋白质灼烧分解蛋白质经灼烧可以产生一种烧焦羽毛的特殊气味，利用这一性质可以鉴别蛋白
质。
15.2.3 蛋白质的生理功能食物中的蛋白质必须经过肠胃道消化，分解成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
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实际就是对氨基酸的需要。
吸收后的氨基酸只有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能满足人体需要，身体才能利用它们合成自身的蛋白质。
营养学上将氨基酸分为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两类。
必需氨基酸指的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或合成速率不能满足人体需要，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氨基酸。
对成人来说，这类氨基酸有8种，包括赖氨酸、蛋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缬氨酸、色氨
酸、苯丙氨酸。
对婴儿来说，有9种，多一种组氨酸。
非必需氨基酸并不是说人体不需要这些氨基酸，而是说人体可以自身合成或由其他氨基酸转化而得到
，不一定非从食物直接摄取不可。
这类氨基酸包括谷氨酸、丙氨酸、甘氨酸、天门冬氨酸、胱氨酸、脯氨酸、丝氨酸和酪氨酸等12种。
有些非必需氨基酸如胱氨酸和酪氨酸如果供给充裕，还可以节省必需氨基酸中蛋氨酸和苯丙氨酸的需
要量。
蛋白质的生理功能如下。
（1）构造人的身体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是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体组织更新和
修补的主要原料。
人体的每个组织：毛发、皮肤、肌肉、骨骼、内脏、大脑、血液、神经、内分泌等都是由蛋白质组成
的，所以说饮食造就人本身。
蛋白质对人的生长发育非常重要。
（2）维持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各类物质在体内的输送载体蛋白对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至关
重要的，可以在体内运载各种物质。
比如血红蛋白输送氧（红细胞更新速率250万/s）、脂蛋白输送脂肪、细胞膜上的受体还有转运蛋白等
。
维持机体内的渗透压的平衡及体液平衡。
（3）构成人体必需的催化和调节功能的各种酶人们身体有数千种酶，每一种只能参与一种生化反应
。
人体细胞里每分钟要进行一百多次生化反应。
酶有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利用的作用。
相应的酶充足，反应就会顺利、快捷地进行，就会精力充沛，不易生病。
否则，反应就变慢或者被阻断。
15.2.4 主要的蛋白质纤维蛋白：一类主要的不溶于水的蛋白质，通常都含有呈现相同二级结构的多肽
链。
许多纤维蛋白结合紧密，并为单个细胞或整个生物体提供机械强度，起着保护或结构上的作用。
球蛋白：紧凑的、近似球形的、含有折叠紧密的多肽链的一类蛋白质，许多都溶于水。
典型的球蛋白能特异地识别其他化合物的凹陷或裂隙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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