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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材：有机化学（3年制）（第3版）》突
出职业教育的特点,从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目的出发,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强调内容“必需”和
“够用”为度，加强应用性和实践性。
　　该书内容包括：烃、卤代烃、醇、酚、醚、醛、酮、羧酸及其衍生物、含氮化合物、杂环化合物
等的命名、结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基本规律，以及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工业来源、制备方法和用途等
。
从知识性、趣味性角度出发，更新了部分阅读材料。
为方便学生自学，章后有“本章小结”，最后一章为有机化学学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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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有机化合物含有的碳原子数和原子种类越多，它的同分异构体也就越多。
例如，分子式为C9 Hz。
的同分异构体可达35个，而分子式为Cio H22的同分异构体可达75个。
正因为同分异构现象的存在，使有机化合物的数量大增。
无机化合物多数只由几个原子所组成，而有机化合物则复杂得多。
如维生素B12的分子式为C63 H90 CoN14 014 P;   20世纪80年代从海洋生物中得到的一个沙海葵毒素
（palytoxin）的分子式为C129 H221N。
053，即便知道了这400多个原子之间是以怎样的次序相结合，但仅仅由于原子在空间取向的不同就有
可能形成2×1021种立体异构体。
这个数目几乎接近阿伏加德罗常数，而其中只有一个才是该化合物的真正结构。
二、性质上的特点与无机化合物比较起来，有机化合物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大多数都容易燃烧由于有机化合物含有碳、氢等可燃元素，故绝大部分的有机化合物都可以燃烧。
有些有机化合物挥发性很大，闪点低，在处理有机化合物时要注意安全。
同时，这个特点也可以较简单地区别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因为大多数无机化合物一般都不易燃
烧，而大多数有机化合物可以最终烧尽且不留或仅留有很少的残余物。
2.大多数熔点、沸点较低无机化合物的结晶是以离子为结构单位排列而成的，分子间的排列靠的是强
极性的静电引力。
只有在极高的温度下，才能克服这种强有力的静电引力。
因此，无机物的熔点一般很高。
而有机化合物组成的单位是分子，其聚集状态主要取决于分子间力，它比无机物离子间或原子间的作
用力要弱得多，这就使固态有机物熔化或液态有机物汽化所需要的能量较低，所以熔点、沸点较低。
熔点数值是有机化合物非常重要的物理常数，纯净的有机物有固定的熔点和很窄的熔点范围（或熔距
），但也有少数有机化合物到达某一温度时会分解或碳化而没有固定的熔点。
某些有机化合物则有一段处于液态和固态之间的液晶相。
3.-般难溶于水而易溶于有机溶剂化合物的溶解性通常遵循“相似相溶”规律，水是极性分子，对于强
极性的无机物，水是很好的溶剂。
而有机物多是弱极性或非极性分子，不溶或难溶于水，而易溶于有机溶剂。
当然，极性较大的有机物，如乙醇、乙酸等则易溶于水，甚至可以任何比例与水互溶。
4.反应速率慢且副反应多由于有机化合物中的共价键，在反应时不像无机物分子中的离子键那样容易
离解，因此反应速率比较慢，完成反应常常需要几个到几十个小时。
为了加速反应，需要加热、搅拌、加催化剂等手段以促进反应的进行。
有些反应易受水和氧气的影响，需在无水无氧的条件下进行。
反应时，有机分子中的各个部位均会受到影响，这使得有机反应常常不是局限在一个特定部位，从而
导致产物的多样化，副反应多，产率较低。
随着人们对分子结构和反应过程的深入了解，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产物专一、产率可达95%甚至100%
的有机反应，但毕竟还不多见。
提高反应产率、遏制不需要的副反应仍是有机化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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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3年制)(第3版)》为高职高专化学化工类专业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其他专业开设有机化
学课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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