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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化学》

前言

　　本教材缘起是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理科应用化学专业（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
”项目中教材建设规划而编写的教材，后被确定为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十五”教材规划立项教材，
继之列入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项目。它着眼于培养学生解决化学合成实际
问题的能力，并为学生今后发展奠定基础。本教材是在原有讲义的基础上，经过应用化学专业多年的
教学实践，组织有关教师共同编著而成。　　本教材的编写基于以下构思：　　1.教材的性质、任务
与作用：合成化学是研究物质合成的原理、路线、规律、方法及技术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合成新
的物质和改进现有的合成方法与技术。通过本教材的学习应使学生能够掌握化学合成的原理和方法，
培养创新精神，以适应科技发展对合成化学人才的需求。围绕这一目标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根据
应用化学专业教学计划的学时数，精选教学内容，力求做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编出特色。　　2.
教材的基本内容和结构：首先，要打破四大合成化学学科的界限，把原先分散在无机合成、有机合成
、高分子合成、生化合成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础知识，整合为“合成化学原理、方法与技术
”，“合成反应中的分离、表征方法与技术”，作为教材的基础部分；专业部分则以有机合成为重点
，以“化学合成单元反应”的形式构建教材的框架结构。其次，要凸显“应用”。每章都有“应用”
实例，并恰当反映编者自身的科研成果。　　3.着意介绍绿色合成化学及其应用。　　4.教材的适用对
象：高等学校应用化学专业，但也适用于材料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并可作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本教材由于九皋教授担任主编，
参加编写的是：第1章、第12章于九皋编写；第2章、第10章张黎明编写；第3章马亚鲁编写；第4章、
第5章、第6章邱海霞编写；第7章、第8章程发编写；第9章程发、于九皋编写；第11章张黎明、于九皋
编写。全书由于九皋审核定稿。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著作和文献，引用了文献
中的部分资料，成书后得到杨宏孝教授详细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还得到孙经武、齐欣、
张明杰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并承蒙高等教育出版社岳延陆、郭新华同志关心、指导，在此表示
衷心感谢。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今天得以面市，这与在立项研究中
曾得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天津大学的指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　　限
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恐难避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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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成化学》将无机合成、有机合成、高分子合成、生化合成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知识重
组，整合为“合成化学原理、方法与技术”、“合成反应中的分离、表征方法与技术”，作为教材的
基础部分；专业部分则以有机合成为重点，按“化学合成单元反应”的形式构建教材的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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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结晶的条件结晶的条件以选择合适的溶剂最为重要，同时也应注意其它的条件，包括杂质
的去除、被结晶物的含量、溶液的浓度和合适的温度、时间等。杂质的存在会阻碍或延缓结晶的形成
，可通过选择适当的溶剂，或用活性炭除去有色杂质，或采用氧化铝、硅胶、硅藻土等吸附剂使杂质
尽可能除去。一般情况下，被结晶物在混合物中的含量越高越容易结晶，若含量很低难以在单一溶剂
中获得结晶，可改用混合溶剂或制备成衍生物促使结晶析出。通常溶液的浓度高有利于结晶的形成，
但若溶液浓度过高，溶液的黏度和杂质的浓度也会相应增高带来干扰，反而不易结晶；浓度较低的溶
液可放置使溶剂自然挥发至适宜浓度而析出结晶。结晶的温度一般以低温较为有利，若室温条件下难
以析晶的成分，可放冰箱或阴凉处促使结晶析出。此外，长时间放置使结晶缓慢析出，所得结晶往往
较快速析出的结晶大而纯。　　（4）结晶的操作结晶法操作的一般过程如下：　　①制备结晶溶液
。这是结晶操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其目的是用溶剂充分分散产物和杂质，以利于分离提纯。实验室
中一般用锥形瓶或圆底烧瓶来溶解固体。若溶剂易燃（不能用明火加热）或有毒时，应装回流冷凝管
。加入沸石和已称量好的粗产品，先加少量溶剂，然后加热使溶液沸腾或接近沸腾，边滴加溶剂边观
察固体溶解情况，使固体刚好完全溶解，停止滴加溶剂，记录溶剂用量。再加入20％左右的过量溶剂
，主要是为了避免溶剂挥发和热过滤时因温度降低，使晶体过早地在滤纸上析出造成产品损失。溶剂
用量不宜太多，否则会导致晶体析出太少或根本不析出，此时，应将多余的溶剂蒸发掉，再结晶冷却
。有时，总有少量固体不能溶解，应将热溶液倒出或过滤，在剩余物中再加入溶剂，观察是否能溶解
，如加热后缓慢溶解，说明此产品需要加热较长时间才能全部溶解。如仍不溶解，则视为杂质去除。
　　②脱色。粗产品中常有一些有色杂质不能被溶液去除，因此，需要用脱色剂来脱色。最常用的脱
色剂是活性炭，它是一种多孔物质，可以吸附色素和树脂状杂质，但同时它也可以吸附产品，因此加
入量不宜太多，所加活性炭的量，视杂质多少而定，一般为粗产品质量的1％-5％。具体方法：待上述
热的饱和溶液稍冷却后，加入适量的活性炭摇动，使其均匀分布在溶液中。加热煮沸5-10min即可。（
注意！千万不能在沸腾或近沸的热溶液中加入活性炭，否则会引起暴沸，使溶液冲出容器造成产品损
失。）在非极性溶剂如苯、石油醚中，活性炭脱色效果不好，可试用其它脱色剂，如用氧化铝吸附脱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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