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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是全国唯一的行业规划教材。
由“政府指导，学会主办，院校联办，出版社协办”。
即：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宏观指导；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及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
会主办，具体制定编写原则、编写要求、主编遴选和组织编写等工作；全国26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学科
专家联合编写；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协助编写管理工作和出版。
目前新世纪第一版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和中药学三个专业54门教材，已相继出版3-4年，并在全国各高
等中医药院校广泛使用，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
其中34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41门教材遴选为教育部“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有32门教材连续遘选为“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2004年本套教材还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指定为执业中医师、执业中医助理医师和
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指导用书；2006年国家中医、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和中医药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大纲，均依据“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予以修
改。
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一版出版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先后两次组织国内有关专家对本套教材
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评议。
专家们的总体评价是：“本次规划教材，体现了继承与发扬、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科
定位准确，理论阐述系统，概念表述规范。
结构设计合理，印刷装帧格调健康，风格鲜明，教材的科学性、继承性、先进性、启发性及教学适应
性较之以往教材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教学第
一线，分别召开以学校为单位的座谈会17次，以学科为单位的研讨会15次，并采用函评等形式，广泛
征求、收集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有关领导、专家，尤其是一线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为本套教材
的进一步修订提高做了大量工作，这在中医药教育和教材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工作为本套教材的修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5年10月，新世纪规划教材第二版的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修订原则是：①有错必纠。
凡第一版中遗留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不规范的计量单位和不规范的名词术语
、未被公认的学术观点等，要求必须纠正。
②精益求精。
凡表述欠准确的观点、表达欠畅的文字和与本科教育培养目的不相适应的内容，予以修改、精练、删
除。
③精编瘦身。
针对课时有限。
教材却越编越厚的反应，要求精简内容、精练文字、缩编瘦身。
尤其是超课时较多的教材必须“忍痛割爱”。
④根据学科发展需要，增加相应内容。
⑤吸收更多院校的学科专家参加修订，使新二版教材更具代表性，学术覆盖面更广，能够全面反应全
国高等中医药教学的水平。
总之，希冀通过修订，使教材语言更加精炼、规范，内容准确，结构合理，教学适应性更强，成为本
学科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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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依据《有机化学》本身的发展、本专业的特点以及教学大纲的要求确
定了相关的编写原则，以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鉴于中药学与医学、生命科学的密切相关性，本教材将一些活性有机化合物列出专门章节予以介绍
，重点阐述它们的结构特点、理化性质和基本反应等内容，为将来专业课程的学习、科研能力的提高
和进一步深造打下扎实的基础，并以此唤起读者对该内容的注意与重视。
本书将生物碱、氨基酸、蛋白质等含氮的活性有机化合物列成一章，将蒽醌类、黄酮类和多元酚类等
含氧的活性有机化合物也列成一章，以便将相关化合物聚集在一起进行介绍，有利于教和学。
另外，将元素有机化学中与中药类专业相关的内容以“金属有机化合物和非金属有机化合物”为标题
分别列单独章节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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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非苯芳烃  第四节 芳烃的来源第六章 卤代烃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物理性质  第三节一卤代烷的化
学性质  第四节 亲核取代和消除反应的反应历程  第五节 多卤烃的特性  第六节 卤烯烃和卤芳烃——双
键位置对反应活性的影响  第七节 重要的卤烃第七章 醇、酚、醚第八章 醛、酮、醒第九章 羧酸及羧酸
衍生物第十章 取代羧酸第十一章 含氮有机化合物第十二章 杂环化合物第十三章 糖类第十四章 生物含
氮有机化合物第十五章 生物含氧有机化合物第十六章 非金属有机化合物第十七章 金属有机化合物第
十八章 萜类和甾体化合物附录一 汉英索引附录二 英汉索引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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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定量分析在完成元素定性分析后，就需要准确地测定元素的百分比，主要针对碳、氢、
氧、氮间的比例而言，这是确定实验式的依据。
因为实验式是根据各元素在分子中所占百分比而定，所以上述定量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一旦实验式得到确定，接着应是分子量的测定，以确立样品的分子式。
由于不同的分子可以具有相同的实验式，所以必须用分子量来确立分子式。
测定分子量的方法很多，在一般的有机化学实验室中，对易挥发物和气体可采用蒸汽密度法测定，若
为固体物质则可用沸点升高或凝固点降低法测定。
上述各法都属经典的、粗糙的方法，但确有方便易行的特点。
目前较为精密的测定方法是质谱法，它的数据可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九位。
质谱仪属大型精密仪器，价格昂贵，目前正在普及推广中，但作为化合物的常数测定是必不可少的。
经实验式和存在元素的确定，再配上分子量的测定，确定其分子式已无困难，但因有机化合物中同分
异构现象极为普遍，一个分子式可能代表许多化合物，因此还要推定其结构式。
主要依靠波谱提供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推定，以确定该化合物的结构式。
三、有机化合物的波谱鉴定波谱主要是指紫外吸收光谱（UV）、红外吸收光谱（IR）、核磁共振谱
（NMR）和质谱（MS），由于它们都能精确地反应分子内部的结构状况，因此在作结构鉴定时均以
它们所提供的信息作为依据。
目前已有大量的相关数据可供对比鉴定。
在鉴定过程中，它们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加强了鉴定结果的正确性。
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拥有对鉴定结果的否决权，即其中任何一个结论与推定结果不符，则推定结果不
成立。
由此可见四谱鉴定的严格与全面，现分别简介于下。
（一）紫外吸收光谱紫外吸收光谱又称电子跃迁光谱，它反映了分子中外层电子吸收能量后跃迁的状
况，由于大部分电子的吸收均处于远紫外区，仅共轭体系的电子吸收处于近紫外区。
因此在该紫外区有吸收者，说明该分子中存在共轭体系，并反映围绕共轭体系的结构状况。
如若在近紫外区无吸收，则说明该分子中不存在共轭体系。
所以紫外吸收光谱仅适用于含共轭体系的化合物，而不含共轭体系者，则无紫外吸收光谱。
（二）红外吸收光谱红外吸收光谱又称分子的振转光谱，它反映了分子中各化学键吸收能量后振动、
转动的状况。
由于转动能级的跃迁处于远红外区，振动能级的跃迁处于近红外区，而目前较关心的是振动能级的变
化，所以红外吸收光谱中的近红外区成为关注的中心。
相对紫外吸收光谱而言，红外吸收光谱所提供的分子结构信息要多得多，在推定结构的过程中，能为
各种的存在提供可靠的依据。
例如分子中碳和碳是以何种键相连接，它可以清楚地告知是单键、双键、叁键以及这些键是全存在还
是部分存在。
当然，其他各种元素间的连接情况也同样能清楚地反映。
总之，种种复杂的情况它都能一一反映。
目前对红外吸收光谱中的指纹区尚未有确定的解释，也许是这部分的谱图实在太复杂以至于无法解释
。
但它还是可以作为某个化合物的区别特征，因为各个化合物的指纹区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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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化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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