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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掌握　有机化合物的定义、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有机化合物的表示方法。

 熟悉　碳原子的成键特性、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了解　有机化学的起源与发展、有机化学与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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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机化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 1807年，无机物、有机物；

       —— 1828年，合成尿素；

    —— 1845年，合成乙酸；

       —— 1854年，合成油脂。



一、有机化学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有机化合物：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合成方法、应用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互转变和内在联系的科学，是化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碳原子的成键特性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碳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中第二周期第ⅣA族，处在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的交

界线上。由于碳原子最外层有4个电子，电子排布式为1s22s22p2。在化学反应中

既不容易失去电子，也不易获得电子。它往往通过共用4对电子来与其他原子相

结合，因而显示4价。因此，在有机化合物中的化学键主要是共价键。

1.碳原子的化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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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由于原子轨道重叠的方式不同，共价键可分为 σ键和 π键两种类型。成键的

两个原子沿着键轴的方向发生原子轨道的相互重叠，电子云以键轴为轴呈圆柱

形对称分布，在原子核间电子云密度最大，这样的共价键称为 σ键。s轨道和 s

轨道之间、s轨道和p轨道之间、p轨道和 p轨道之间均可以形成 σ键。

2.共价键的种类：σ键和 π键。

σ键的形成

二、碳原子的成键特性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若由两个相互平行的p轨道从侧面相互重叠，其重叠部分不呈圆柱形对称

分布，而是具有一个对称面，由键轴的上下两部分组成，这样的共价键称为

π键。

π键的形成

二、碳原子的成键特性

2.共价键的种类：σ键和 π键。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3.碳原子的成键方式

       碳原子不仅能跟H、O、N等原子形成共价键，而且也能通过共享一对或

几对电子与另一碳原子结合成碳碳单键、碳碳双键或碳碳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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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碳单键       　　　                   碳碳双键          　                 碳碳三键

二、碳原子的成键特性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4.碳原子的连接形式

    由碳原子相互结合后构成的有机化合物基本碳链骨架称为碳架。碳架可分为

链状和环状两类。

                
                

二、碳原子的成键特性

链状碳链 

环状碳链 



三、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1.易燃烧。

                
                

2.熔点和沸点较低。

3.一般难溶于水而易溶于有机溶剂。

4.一般不导电，是非电解质。

5.反应速度慢，反应复杂，常常有副反应发生。

6.结构复杂，种类繁多。



四、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五、有机化合物的表示方法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1.同分异构现象

    具有相同分子式，但结构和性质却不相同的化合物互称为同分异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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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2.有机化合物的表示方法    分子式、结构式、结构简式、键线式。

五、有机化合物的表示方法



六、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1.按反应历程

      （1）均裂与游离基反应

                
                

    均裂是指在有机反应中共价键均等地分裂成两个中性碎片的过程。原来

成键的两个原子，均裂之后各带有一个未配对的电子。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1.按反应历程

      （2）异裂与离子型反应

                
                

    异裂是指在有机反应中共价键非均等地分裂成两个带相反电荷的碎片的

过程。即原来成键的两个原子异裂之后，成键电子对集中在一个原子或原

子团上，一个碎片带正电荷，另一个碎片带负电荷。 

碳正离子 碳负离子

六、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2.按反应形式

      （1）取代反应

                
                

    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的原子或原子团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所替代的反应称为

取代反应。

CH4    +     Cl2                          CH3Cl    +     HCl
紫外线

六、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2）加成反应

                
                

    有机化合物与另一物质作用生成—种产物的反应称为加成反应。加成反应

是不饱和化合物的特性反应。

CH2 CH2 +   HCl                    CH2ClCH3

2.按反应形式

六、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3）聚合反应

                
                

由低分子结合成高分子(或较大分子)的反应称为聚合反应。

2.按反应形式

六、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4）消除反应

                
                

    从一个有机化合物分子中消去一个简单分子(如H2O、HX等)而生成不饱和化

合物的反应称为消除反应。

2.按反应形式

六、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第一节  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回顾

      （5）重排反应

                
                

    有机化合物在常温、常压下或在其他试剂、加热或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分

子中的某些基团发生转移或分子中的碳原子骨架发生改变的反应。

2.按反应形式

六、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乙烯醇（不稳定）



有机化学与药物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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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药物及分类

第二节  有机化学与药物

1.药物

                
                

药物是用于治疗、预防和诊断疾病所用的化学物质的总称。

2.药物的分类

目前使用的药物按来源可分为三大类：

①天然来源的植物药、矿物药及来源于动物组织的药物。

②微生物来源的药物，如抗生素等。

③化学合成的药物，即所谓的西药。



二、药物的来源

第二节  有机化学与药物
                
                

    绝大多数是化学合成的药物；有些来源于天然物或微生物的药物，现在也可

以用化学合成的方法制得；有些还可以天然产物中的成分为主要原料经化学合

成制得，即所谓的“半合成”药物。尽管有些药物的有效成分还不清楚或化学

结构尚未阐明，但无论如何它们均属于化学物质，所以说“药物是特殊的化学

品”。



三、有机化学与药物开发

第二节  有机化学与药物
                
                

    有机化学理论和实验方法可以研究药物的组成、结构，从本质上认识药物。

因而可以在实验室中合成药物，进而在现代化的工厂内进行生产。现今95％的

药品都来自于化学合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有机化学的发展就没有新药物

开发，就没有现代医学。过去曾长期危害人类健康及生命的结核病、霍乱、伤

寒、疟疾、传染性肝炎等疾病，由于特效药的出现已得到有效的治疗。



三、有机化学与药物开发

第二节  有机化学与药物
                
                

    化学的发展在推动药学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化学家及药物

化学家在分离、提纯、改性及合成天然药物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着有机化学

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在合成药物以及活性物质筛选的过程中发明了许多新的有

机合成反应及方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在药物合成和筛选的过程中逐渐地发展

出化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组合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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