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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考核办法成绩考核办法

总成绩：总成绩：

平时成绩（平时成绩（1010％）＋％）＋ 期中考试（期中考试（2020％）＋期末考％）＋期末考
试（试（7070％）％）

平时成绩考核：平时成绩考核：

11、课堂纪律：不迟到、不旷课。、课堂纪律：不迟到、不旷课。

22、作业（按时完成）、作业（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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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Preface



2006-9-21上一内容 下一内容 回主目录 返回

第一节第一节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1828年魏勒浓缩氰酸氨制得尿素。

1806年柏则里最先提出“ 有机化学” 概念

1845年柯尔泊合成醋酸。

有机化合物：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有机化学：研究含碳化合物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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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一、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11、有机化学、有机化合物的、有机化学、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定义
有机化学（有机化学（organic chemistryorganic chemistry）是研究有机化合物）是研究有机化合物

的来源、制备、结构、性能、应用以及有关理论和方的来源、制备、结构、性能、应用以及有关理论和方
法学的科学。法学的科学。

自从拉瓦锡（Lavoisier.A.L)和李比希（Von Liebig.J.F)
创造有机化合物的分析方法之后，发现有机化合物均含
有碳元素，绝大多数的含氢元素，此外，很多的有机化
合物还含氧、硫、氮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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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机化学、有机化合物的、有机化学、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定义

葛美林（Gmelin.L)凯库勒(KeKule .A)认为碳是有机
化合物的基本元素，把“碳化合物称为有机化合物”，
“有机化学定义为碳化合物的化学”。

肖莱马（Schorlemmer,c.)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这个观

点，认为碳的四个价键除自己相连之外，其余与氢结
合，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碳氢化合物--烃，其他

有机化合物都是由别的元素取代烃中的氢衍生出来的。

把有机化学定义为研究烃及其衍生物的化学。把有机化学定义为研究烃及其衍生物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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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机化合物的特点、有机化合物的特点

1、数目巨大，异构现象存在。

2、热稳定性差，易分解、易挥发、易燃烧。

3、熔点较低。

4、难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

5、反应速度慢，反应产物复杂，反应产率低。

6、化合物中的化学键主要是－－－共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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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

1773年首次由尿内取得纯的尿素. 
1805年由鸦片内取得第一个生物碱——吗啡.

1828年，德国化学家，维勒（wohler,F）首次人工用
氰酸铵合成了尿素。

从19世纪初至中期有机化学成为一门学科，建立了
经典的有机结构理论。

1857年凯库勒提出了碳是四价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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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库帕（Couper,A·S）提出：“有机化合物分
子中碳原子都是四价的，而且互相结合成碳链。

1861年，布特列洛夫提出了化学结构的观点，指出

分子中各原子以一定化学力按照一定次序结合，这
称为分子结构；一个有机化合物具有一定的结构，
其结构决定了它的性质；分子中各原子之间存在着
互相影响。

1865年，凯库勒提出了苯的构造式。

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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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范特霍夫(Vant Hoff.J.H)和勒贝尔(Le Bel,J.A)
分别提出碳四面体构型学说，建立了分子的立体概念，
说明了旋光异构现象。

1885年，拜尔（Von Baeyer.A)提出张力学说。

20世纪建立了现代有机结构理论现代有机结构理论。

1916年，路易斯（Lewis,G.N)提出了共价键电子理论共价键电子理论。

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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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原理和方法引入化学领

域以后，建立了量子化学。

20世纪60年代，合成了维生素B12，发现了
分子轨道守恒原理。

20世纪90年代初，合成了海葵毒素。

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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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有机合成方法学上，有可能出现我国独立发

展的有价值的高选择性的新反应，在有机化学工业中
特别是精细有机合成工业中出现我国发展的新流程。

（2）在天然产物研究和传统医学的基础上以及在对生

化过程深入了解后合理设计的基础上，将会出现一批
我国独立（或合作）发展的新医药、新农药。

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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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生物催化体系，寡糖及其缀合物的分离，结构

测定和合成，生物信息的识别和传递等方面将出现有
意义的结果。

（4）有机功能材料，有机电子材料和分子器件等方面
有可能得到有创见性的工作。

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二、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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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

•在大分子和超分子水平上，生命科学与
有机化学将在更广阔范围和更深层次上
相互渗透，全面互补。

有机化学 ⎯ 小分子→复杂分子→大分
子→超分子

•生命科学 ⎯ 生物个体→组织→细胞→
亚细胞→超分子→大分子→结构单元分
子

•有机化学与生命科学的密切结合，是现
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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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与医药科学有机化学与医药科学

1、天然药物的开发

有效成分的提取、药品的
加工工艺、保存方式等。

2、有机合成新药

新药设计，合成方法，药
品性能改良，化工生产工
艺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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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与环境科学有机化学与环境科学

环境保护：工农业生产“废水、废渣、废气”的处理及

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和废水的处理、环境污染监测、
环境污染治理、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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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与食品科学有机化学与食品科学

食品原料的生产，食品营养
成分，食品加工工艺，食品
保鲜技术，食品添加剂等

食品质量问题：食品污
染，食品安全，食品检
验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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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的学习方法有机化学的学习方法

     课前预习：
找出疑点、难点问题
做出标记。

    课堂认真听讲：
做好笔记（标记重点、 
    增加内容）

     课后复习：
多做练习（书后练习、
     复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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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参考资料：

1、基础有机化学（上、下） 郉其毅等编 高等教育出
版社

2、有机化学（上、下） 莫里森等 南京大学化学系
编译 科学出版社

3、基础有机化学习题解答与解题示例 郉其毅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4、利用网络资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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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 共价键的一些基本概念共价键的一些基本概念

自旋相反的成单电子相互接近时，核间电子
云密度较大，可形成稳定的化学键。

σ轨道

σ键键轴

H原子的s轨道 s轨道的重叠

一、共价键理论

1、价键理论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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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价键理论价键理论

共价键有方向性：共价键尽可能沿着原子轨道最大
重叠的方向（轨道的对称轴）形成，叫着最大重叠
原理。即重叠越多，电子在两核间出现的机会越
大，形成的共价键也就越稳定。

x

z
y

x

z
y

共价键有饱和性：一个原子有几个未成对的电子，
便可和几个自旋相反的电子配对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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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键与π键

σ键：沿着轨道对称轴方向的重叠（头碰头）形成的
共价键。

π键：沿着轨道对称轴平行方向的重叠（肩并肩）形
成的共价键

x

z
y

x

z
y

NN

π z

π z

π y

π y

σ

2s 2p
N N   N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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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价键成键类型共价键成键类型

s-s x

xs-px

xpx-px

x

z z

pz-pzx

y y

py-py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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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分子轨道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分子轨道理论是从分子的整体出发去研究分子中每
个电子的运动状态，认为形成化学键的电子是在整
个分子中运动的，该理论认为化学键是原子轨道重
叠产生的，任何数目的原子轨道重叠可以形成同样

数目的分子轨道，如 H2 的形成：

HA   +   HB         H2

E

ψ2（反键轨道） =ψA -ψB

ψA ψB
HA HB

ψ1（成键轨道） =ψA +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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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A -ψB σ*

ψA ψB

ψA +ψB σE

图：氢分子的分子轨道

22、分子轨道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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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轨道组成分子轨道时，必须符合三个

原则：

a） 对称性匹配原则
b） 原子轨道重叠部分要最大

c） 能量相近原则

22、分子轨道理论、分子轨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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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价键的键参数二、共价键的键参数

1、键长：两个成键原子两核心的平均距离（nm）

（1）成键类型的影响

154pm 134pm      120pm
C C C C C C

（2）碳原子的杂化方式的影响

sp3-s                        sp2-s                       sp-s
110pm                   107pm                  106pm

H3C H H2C CH HC C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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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键角：分子中一个原子与另外两个原子形成的
共价键在空间所形成的夹角。

H
N

H
H

107.30
HO

H
104.50

H

H
C

H
H

反映分子的空间结构

二、共价键的键参数二、共价键的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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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键能与键的离解能：

1molA-B（g） — A（g）+ B（g）+ E离解能

双原子分子：键能=离解能

多原子分子：键能=同种共价键离解能的平均值

键能越小，共价键越易断裂，越不稳定。

例如：键能 Cl2﹥Br2 ﹥I2
温度升高，有利于共价键的断裂。

共价键断裂容易顺序 I2 ﹥ Br2 ﹥ Cl2

二、共价键的键参数二、共价键的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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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键距：正负电荷中心的电荷（e）与正负电荷
中心之间的距离（d）的乘积。
μ= e × d （衡量键的极性）

方向：正 → 负 单位：Debye(D)      
分子的偶极距：分子中各键的键距矢量和

（平行四边形法则）。衡量分子的极性。如：

H3C Cl
δ -δ +

H H

二、共价键的键参数二、共价键的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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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COCO22

O=C是极性键 O=C=O分子呈现对称构型，

整个分子为非极性分子。

例如：CClCCl44

C-Cl 是极性键，分子的空间构型为正四面体，
为对称构型。分子为非极性分子。而CHCl3是极

性分子。 Cl

Cl
C

Cl
Cl

H

Cl
C

Cl
Cl

二、共价键的键参数二、共价键的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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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价键的断裂和三、共价键的断裂和有机反应的类型有机反应的类型

均裂
C      +  Y 自由基反应C  Y

C  Y 异裂
C      +  Y

_
+

离子型反应

亲电反应

亲核反应C  Y
异裂

C     +  Y+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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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步骤与方法研究有机化合物的步骤与方法

提取：萃取

分离与纯化：
蒸馏、升华、重结晶
       和色谱法

物理常数测定：
比旋光度、沸点、
    熔点的测定

化学性质实验：
制备其衍生物

分子组成的确定：
质谱法

结构式的确定：
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旋光光谱、
           核磁共震谱、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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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四节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官能团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官能团

一、按骨架分类

（1）开链化合物

（2）脂环化合物

（3）芳香族化合物

（4）杂环化合物

H2C CH2 CH3CH2OH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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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构造的表示七、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构造的表示

二、按官能团分类

C C C C H3C X
H
CH3

H3C

H
CH3H

H3C OH H3C O CH2CH3 H3C CN

SO3HNO2

H3C
C

H

O

H3C
C

CH3

O

H3C
C

O
H

O

N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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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构造式的表示七、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构造式的表示

三、构造式的表示

OHHC

HC
C
H2

CH2

CH

H2
C OH

H
H C

H
C C
H

H
C

H

H H

H
H

  蛛网式             缩写式             键线式
（构造式）        （结构简式）        （骨架式）

CH3CH2CH2CH3

H3C CH2 CH2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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