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有机化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题型 

1、按要求答题 

2、完成反应题 

3、根据已知数据分析总结题 

4、推测有机物结构题 

二、考试参考用书 

《有机化学》，邢存章、赵超主编，科学出版社 

三、考试内容 

第一章绪论 

绪论只是从整体上阐述了有机化学的一般概念，在本章中涉及的一些名词，无论是有

关化学键及分子结构方面的，或是有关有机物分类方面的，对学生来讲，也都不是新的概

念。所以，在系统地讨论有机物的主要内容之前，有必要将无机化学中已学过的一些基本

知识和基础理论略加复习，再从有机化学角度加以研究讨论和概括，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

理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经常用到。 

本章基本要求： 

1、掌握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的定义以及有机化合物的基本特点。 

2、了解有机化学研究内容和有机化合物的一般研究程序。 

3、掌握有机反应的基本类型。 

4、了解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原则、熟悉官能团。 

第二章有机化合物的命名 

为了区分繁多的有机化合物，有必要根据有机分子骨架官能团的状况，提出世人公认

的命名规则，这就是当今公认的由IUPAC 组织提出的系统命名法。 

有机化合物的系统命名不仅是本章，而且是学习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基本要求。要求学

生能够熟练地做到，根据化合物的结构式就叫出它的准确名称，反之，知道了它的名称也

能迅速地写出正确的结构式。 

此外，在学习后续章节的过程中，了解各类有机化合物的习惯命名和衍生物命名，甚

至俗名，也是有所补益的。 
本章基本要求： 

1、重点掌握有机物的系统命名法。 

2、熟悉衍生命名法和习惯命名法。 

第三章有机结构理论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理论，以及它对化合物性质和反应的决定性作用，是有机化学研究

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难点之一。以往，这部分内容分散在教材有关章节中，本教材将其

集中，设专章并置于化合物各章之前介绍，旨在以结构和反应理论为核心，并以此为主线

构建有机化学。这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有机结构理论，并在其指导下理解有机化合物的性



 

 

质和反应，着实有些“一通百通”的感觉。学生在学习本章之前，最好先复习无机化学中已学

过的结构知识，继而着重从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解释有机分子的结构，同时对有机分

子中的电子效应和活性中间体的结构与稳定性作简单介绍。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有机结构的价键理论(包括杂化理论和共振论)、分子轨道理论。并能够用上述

理论解释各类化合物分子骨架和官能团的成键状态。 

2、掌握构象异构、构型异构、对映异构等立体化学的有关概念和知识。其中重点掌

握环己烷及取代环己烷的构象、烯烃和脂环化合物的顺反异构，对映异构、手性、手性分

子、非手性分子、旋光活性、旋光度、比旋光度、外消旋体、内消旋体的概念，以及菲舍

尔投影式和投影规则、对映异构体的命名。 

3、熟悉电子效应。 

4、掌握活性中间体的结构与稳定性的关系。 

第四章饱和烃 

饱和烃是最基础的一类有机物。本章主要介绍烷烃和脂环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在学

习以上内容时要从分子结构特点出发，分析和掌握烷烃和脂环烃化学性质的差异。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烷烃的卤代反应自由基反应历程。 

2、熟悉环结构、稳定性和化学活泼性的关系。 
3、掌握环烃的化学性质。 

第五章不饱和脂肪烃 

本章主要讨论烯烃(单)、炔烃和二烯烃，其涉及了较多的反应类型，即离子型、自由

基型、协同反应。前两者是针对加成反应——亲电加成、亲核加成，后者针对电环化和环

加成反应。并介绍了两项诺贝尔化学奖的成果——分子对称守恒原理和前线轨道理论。它

们都属于有机反应机理的范畴，是有机化学三大内容之一。学生应注意从结构着手研究反

应的详细过程，并且能从立体化学角度考察产物的结构。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不饱和烃的结构特点，牢牢掌握这几类化合物特点，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 

2、掌握离子型的亲电加成的反应及其历程，用烃基的电子效应，正碳离子稳定性来

阐明Markovnikov 规则。 

3、掌握共轭二烯烃的加成反应规律。 

4、熟悉周环反应。 

第六章芳烃 

在本章中，以介绍单环芳烃为主，同时以少量的篇幅简单介绍个别比较重要的稠环芳

烃。重点是芳烃的亲电取代反应，要求能掌握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历程的总的概念和苯环

上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则及其在合成上的应用。关于苯环上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则的解释，归

根于电子效应。 

本章基本要求： 



 

 

1、要牢牢掌握芳香烃的结构特点及芳香性。 

2、熟悉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的历程。 

3、掌握苯环上取代基的定位规律，并会实际运用。 

4、掌握多取代苯合成的技巧。 

5、了解休克尔规则和非苯芳香性的判断。 

6、熟悉苯、甲苯、二甲苯、萘、蒽、菲等典型重要代表物的结构、理化性质、用途。

第七章卤代烃 

前几章，我们讨论了有机化合物的母体——烃，本章将讨论烃的卤素衍生物。 

卤代烃是重要的有机合成原料，它起着从烃类转变为其他有机化合物的桥梁作用。有

许多卤代烃本身就是重要的化工产品，因此，卤代烃和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

系它是一类相当重要的化合物。 

本章的重点为卤素的亲核取代反应及消除反应，要掌握这两类历程的基本概念、主要

的影响因素及反应的规律。 

本章基本要求： 

1、熟悉各类卤代烃结构上的特点，以及它们在化学反应性能上的共性与个性，并能从

理论上进行适当解释。 

2、掌握卤代烃的主要化学性质，并会运用这些性质。 

3、掌握饱和碳原子上亲核取代反应的历程（SN1 和SN2）。 

4、了解邻基效应。 

5、熟悉卤代烃消除反应历程（E1 和E2）。 

第八章醇醚酚 

本章将从分析各类化合物的结构着手，阐明羟基官能团的特性，认识羟基和烃基相互

之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讨论醇酚醚的性质，并介绍一些重要化合物的性质和用途。 

本章的重点是醇的化学性质，包括取代反应(卤烃的形成)及消除反应(脱水反应) 等，可

以和上一章卤烃的化学性质相比较。结合醚的氧化可以进一步了解过氧化物的活泼性；环

醚的特性要求掌握三元环醚的开环加成规律。理解酚及各种取代酚的特性及变化规律。充

分重视Grignard 合成的实用价值。 

本章基本要求： 

1、掌握醇酚醚的结构特点及主要化学性质，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性质上的异同点进行鉴

别。 

2、了解溶解度与分子结构间的关系。 

3、熟练掌握乙醇、乙醚、苯酚的结构，理化性质及用途。 

4、熟悉乙醚中过氧化物的检验与去除方法。 

5、掌握环醚的特性——开环加成规律。 

6、了解芳磺酸及其衍生物的性质。 

7、熟悉各类物质的制备方法，掌握Grignard 试剂在合成设计中的应用。 

第九章醛酮醌 



 

 

醛、酮是一类重要的化合物，它们不仅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在工业生产和实验室合成

中也是重要的原料和试剂，其中有些化合物本身就有实用价值。所以，对本章所列的反应，

一定要掌握。 

醌是一类特殊的不饱和环酮（环己二烯二酮），他们通常都从芳香族化合物来制备。

乍看起来，似乎也具有芳香族化合物的结构，但是它们没有芳香性，所以还应看作脂肪族

化合物。 

本章基本要求 

1、掌握醛、酮的结构及性质。 

2、熟悉羰基上的亲核加成反应的机理。 

3、掌握醛和酮的鉴别反应及所用的鉴别试剂的组成与原理并会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4、对甲醛、乙醛、苯甲醛、丙酮、苯醌、蒽醌等一些重要代表物的结构特点、理化性

质及用途必须牢固掌握。 

5、熟悉不饱和醛、酮的共轭加成。 

6、了解1,2-二酮和1,3-二酮的特性。 

本章重点是醛酮的化学性质。 

第十章羧酸及其衍生物 

羧酸是含有羧基(—COOH)的含氧有机化合物，我们平常所说的有机酸就是指的这类化

合物。 

所谓羧酸衍生物，包括的化合物种类很多，诸如羧酸盐类、酰卤类、酯类(包括内酯、

交酯、聚酯等)、酸酐类、酰胺类(包括酰亚胺、内酰胺)等都是羧酸衍生物，有人甚至把腈

类也包括在羧酸衍生物的范围之内。其实，比较常见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是酰卤、酸酐、酯

和酰胺这四类化合物。羧酸盐与一般无机酸盐在键价类型上没大区别，不作专门介绍。至

于腈类，将放在含氮化合物中加以介绍。这四类化合物都是羧酸分子中，因酰基转移而产

生的衍生物，所以又叫羧酸的酰基衍生物。 

本章将以饱和一元脂肪酸为重点，讨论羧酸及其衍生物的结构和性质。 

鉴于乙酰乙酸乙酯和丙二酸二乙酯在有机合成上的重要地位，本章作概括介绍。希望

在此基础上，探讨设计合成路线的一般方法。 

本章基本要求： 

1、掌握羧酸的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 

2、掌握羧酸衍生物的主要化学性质。 

3、了解羧酸衍生物的亲核取代反应机理。 

4、熟悉羧酸与羧酸衍生物之间相互转变条件。 

5、了解卤代酸、羟基酸的特性。 

6、掌握乙酰乙酸乙酯和丙二酸二乙酯的制法、性质和在有机合成上的应用。 

第十一章有机波谱分析 

有机化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波谱方法是质谱、紫外和可见光谱，红外光谱，以及核磁共

振谱，一般简称“四谱”。 



 

 

结构、反应、合成是有机化学的三大内容。其中“结构”包括结构理论和结构分析，而剖

析结构的方法除化学方法外，就是本章介绍的四谱方法，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剖

析结构是有机化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必然是有机化学考核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深造

和科研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本章的重点是了解四谱的基本原理，并能够认识简单的谱图，综合四谱进行结构剖析

和确证。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紫外光谱的基本原理和解析方法。 

2、能运用紫外光谱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3、掌握红外光谱的基本原理和表示方法。 

4、熟悉各类基本有机化合物的特征频率，并借此识别有机物的简单红外光谱图。 

5、掌握核磁共振的基本原理。 

6、熟悉屏蔽效应、等性质子和不等性质子，化学位移、自旋偶合和裂分等基本概念。 

7、能够认识基本有机化合物的核磁共振谱图。 

8、了解质谱基本原理和表示方法，熟悉离子碎裂的机理和多类有机物裂解的规律，熟

悉质谱应用。 

9、掌握综合运用四谱知识和化学知识，剖析有机分子结构。 

第十二章含氮化合物 

本章对含氮有机化合物加以讨论。 

通常所说的含氮化合物是指含有碳氮键的化合物。它们可以看作是烃分子中氮原子被

含氮官能团取代的产物。含氮有机物比含氧化合物的种类还要多。本章重点介绍硝基化合

物、胺、重氮和偶氮化合物。 

本章基本要求：1、了解硝基化合物的主要性质。2、掌握胺的分类、结构及其性质。3、

在掌握重氮化，偶合等重要反应的基础上，熟悉它们在有机合成上的重要应用。4、掌握季

铵盐在相转移催化反应中的应用，以及季铵碱受热反应的规律。5、了解腈、异氰酸酯。在

含氮化合物的学习中，特别要注意含氮官能团的特征及其变化，因为氮原子在化 

合物中的价态是有变化的。这是含氧化合物所没有的现象。 

第十三章杂环化合物 

本章所要讨论的是比较稳定，而且具有一定芳香性的杂环化合物。杂环的成环规律与

碳环相仿，带五元和六元环结构是最稳定和最为常见的，因此， 

本章重点讨论五元杂环和六元杂环，且从只含一个杂原子的芳杂环谈起。 

本章基本要求： 

1、掌握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2、掌握杂环杂环化合物芳香性判断、反应活性比较和定位规律。 

3、掌握呋喃、噻吩、吡咯、吡啶等几种重要环系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4、认识与生物有关的杂环化合物及其衍生物。 

5、了解含氮杂环环合物的碱性和原因、以及某些杂环药物。 



 

 

第十四章糖类 

有机化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天然产物，糖类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类。单糖是构成低

聚糖和多糖的基本单位。了解单糖的结构和性质。而单糖中最重要的是葡萄糖，其它的碳

水化合物就在与葡萄糖的对比过程中加以掌握即可。 

本章基本要求： 

1、了解糖类化合物的定义、存在、生成及分类。 

2、熟悉单糖的异构体。 

3、掌握单糖的费歇尔投影式，D,L 构型的确定以及构型联系。 

4、掌握单糖的环状结构。了解如何由费歇尔式写成环状式，由环状式写成哈沃斯 

透视式。什么是吡喃式？什么是呋喃式？α体和β体是什么？ 

5、对单糖的理化性质，掌握变旋及与稀硝酸、溴水、苯阱、吐伦试剂、斐林试剂、稀

碱等试剂的反应，以及成苷、成酯、成醚的反应。并能利用上述反应鉴别和推断糖的构型。 

6、了解重要的单糖及其构象。 

7、熟悉单糖衍生物——糖苷的结构和性质，并能用于鉴别和推断糖苷的构型。 

8、熟悉还原双糖、非还原双糖的构象。 

9、了解和认识淀粉、纤维素的结构和性质。 

第十五章氨基酸、肽和蛋白质、核酸 

α-氨基酸是多肽与蛋白质的基石，就好象组成淀粉和纤维素的基本单位是葡萄糖一样。

所以，本章首先从讨论氨基酸着手，进而讨论α-氨基酸在蛋白质中的结合方式，在此基础上，

介绍蛋白质的结构和性质。 

本章基本要求： 

1、掌握氨基酸的构型，熟悉氨基酸的分类和命名。 

2、掌握氨基酸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着重掌握两性等电点的概念及各种颜色反应，了

解氨基与羧基的各种特异反应。 

3、掌握多肽的有关概念，如肽，肽键，肽链及其构型和命名，C 端和N 端等。 

4、了解蛋白质的结构。 

5、熟悉蛋白质的性质——两性和颜色反应。 

6、认识蛋白质的生理功能。 

7、熟悉核酸，核苷酸的结构，了解其生物功能。 

8、了解氨基酸，肽和蛋白质的IR、H1NM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