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有机合成设计

课时1    有机合成设计

 第五章   药物合成的重要原料
      ——卤代烃、胺、酰胺

授课人：



学习目标

1.认识同一分子中官能团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2.能基于官能团、化学键的特点与反应规律分析和推断含有典型官能

团的有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根据有关信息书写相应的反应式。

3.认识加成、取代、消去反应及氧化还原反应的特点和规律。了解有

机反应类型和有机化合物组成结构特点的关系。

4.认识有机合成的关键是碳骨架的构建和官能团的转化。

5.了解设计有机合成路线的一般方法。





制备天然有机物，以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

对天然有机物进行局部的结构改造和修饰，

使其性能更加完美。

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



有特定性质的、自然界并不存在的

有机物，以满足人类的特殊需要。

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



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

有机合成的威力是在“老的

自然界旁边”建立起一个“

新的自然界”。

有机化学家伍德沃德



概
念

有机合成就是利用简单、易得的原料，通过一系列有机化

学反应，生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化合物的过程。

任
务 目标化合物分子骨架的构建和官能团的转化。

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发展



一、有机物基团间的相互影响

实验现象：

开始时两试管中NaOH溶液的pH相同；

加入乙醇的试管中pH不变，而加入苯酚的试管中pH减小。



一、有机物基团间的相互影响

微观解释：

苯酚分子中的苯基影响了与其相连的羟基上的氢原子，

促使它比乙醇分子中羟基上的氢原子更易电离。

-OH -O- + H+

苯酚空间填充模型



一、有机物基团间的相互影响
比较苯和苯酚的溴代反应

  苯 苯酚

反应物 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反应条件 __________ _____

被取代的H数 ___ ___

反应速率 ____ ____

微观解释

苯、液溴 苯酚、溴水

常温

3

快慢

1

Fe、常温

羟基影响了与其相连的苯基上的氢原子，使邻、对位的
氢原子更活泼，更容易被其他原子或原子团取代。

有机化合物分子中基团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



一、有机物基团间的相互影响

如乙醇在浓硫酸催化作用下，加热到140 ℃时主要发生分
子间脱水生成乙醚，而加热到170 ℃时主要发生分子内脱
水生成乙烯。

反应条件对有机反应的影响

(1)烷烃、烯烃、苯与溴的反应

烷烃与液溴在光照条件下发生取代反应，与溴水不反应；

烯烃与溴水、溴的四氯化碳溶液发生加成反应，使溴水褪色；

苯与液溴在FeBr3作催化剂条件下发生取代反应。



一、有机物基团间的相互影响

乙醇在浓H2SO4作用下，140 ℃发生分子间脱水生成乙醚，在

170 ℃发生分子内脱水生成乙烯。。

有机反应中常用到催化剂，选择合适的催化剂，加快反应速率，如

乙醇氧化时选用Cu、Ag作催化剂，乙烯与H2加成时选择Ni作催化剂，

酯化反应选择浓H2SO4作催化剂。

反应条件对有机反应的影响

(2)乙醇失水的反应

(3)催化剂对反应的影响



一、有机物基团间的相互影响

卤代烃的水解选择NaOH水溶液加热反应，

而消去反应选择NaOH醇溶液加热反应，其中醇作溶剂。

有机溶剂对反应的影响



典例解析

例1 下列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是(　　)A．苯酚的水溶液呈酸性，说明

苯环对羟基有影响，使羟基变得活泼B．甲苯能使酸性KMnO4溶液

褪色，说明苯环活化了甲基C．苯酚和溴水发生反应产生沉淀，说明

苯环对酚羟基产生影响D．甲苯和浓硝酸、浓硫酸发生反应生成2，

4，6-三硝基甲苯，说明甲基活化了苯环的邻、对位的氢原子

C



二、重要有机物之间的相互转化

烃的衍生物之间的转化关系 



二、重要有机物之间的相互转化

在一定条件下官能团发生的变化。实质

备解热镇痛药“扑热息痛”（对乙酰氨基酚）合成过程



三、有机合成的一般过程

有机合成的任务

目标化合物分子碳骨架的构建
官能团的引入和转化

C=C

R-OH

R-X

R-C-H R-C-OH

O O



三、有机合成的一般过程
      有机合成的关键是通过有机反应构建目标化合物的分子骨架，
并引入或转化所需要的官能团。

1、官能团的引入

①引入碳碳双键

卤代烃的消去： 

CH3CH2 OH
浓硫酸
170℃ 

CH2=CH2↑ +H2O

醇
△

CH2=CH2↑+ NaBr+ H2O CH3CH2Br +NaOH

醇的消去：

-CC-部分加成：CH≡CH + HBr                      CH2=CHBr 
催化剂
△



三、有机合成的一般过程

 ②引入 卤素原子：

烷烃/苯/苯的同系物卤代

 不饱和烃与HX或X2加成

 醇与HX取代

-C=C- H-C-C-X
HX/催化剂

△

-C=C- X-C-C-X
X2

浓HX
-C-X-C-OH

X2

光照
-C-X-C-H

（特定情况下） 产物有多种，不常用

FeX3
X

甲苯、丙烯等分子的甲基上引入卤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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