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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册书主要介绍物质世界中的有机物，通过对有代

表性的有机物的认识，了解有机物在人们生活中和社会

中产生的巨大作用，了解丰富多彩的有机物世界，也看

清一些有机物的负面影响。全书分为１１个部分，从多

方面来让读者认识有机物，涉及人类的衣、食、住、行、健

康、体育、环境、工业、军事等各方面，读者能从中感受到

浓厚的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起到增强使命感、社会

责任感，并加强环境意识等作用。

１



书书书

编写说明

未来的时代航船已经启动！

《科学新知丛书》是作者们怀着美好的祝愿和殷切

的期望，献给未来的主人———广大青少年的一份珍贵

礼品。

青少年朋友们，你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

达、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速

度之快、规模之大、对人类社会影响之深，都是过去任何

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人，要

想胜任驾驭时代航船的重任，就必须把自己培养成掌握

丰富科学文化的创造型人才。

“才以学为本”，学而有进，不学则退。文化科学素

质的提高是以科学知识的学习为重要前提和阶梯的，自

然科学知识是创造型人才优化知识结构中极其重要的

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广大青少年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

畅游，去采撷知识的浪花。

《科学新知丛书》是针对青少年增长知识、发展智力

的需要，在中学生已有课内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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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和延伸，广泛吸收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当代各种高科技发展的新成

果而精心编写的一套综合性课外读物，旨在以高密度的

基础性、前沿性和前瞻性的科技知识武装青少年的头

脑，使广大青少年紧跟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综合

地、整体地了解当代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水平，

为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铺垫深厚

的知识功底，培养热爱大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科学意识，

激励好奇心、惊奇感、探索欲望和创新精神，学习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以达到开阔

视野、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发展智慧的目的。

《科学新知丛书》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图文并茂，形

式活泼，文字生动流畅，论述通俗易懂，有很强的可读

性，是一套科学性、思想性、趣味性高度统一的精品科普

读物。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青少年成长途径中的良

师益友，帮助青少年朋友“站在巨人的肩上”，迅速成长

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杰出人才。

愿你们驾驭着时代的航船，频频闪射出科学创造的

眩目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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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丁辰元　马雪琴　金志刚

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它的任务是研究物质的

性质和应用。物质世界是一个庞大家族。截止到１９９４

年底，《美国化学文摘》已经注册的物质有１３００万种，其

中当年注册的就有７７万种。这个大家族可以分为无机

物和有机物两大类。而有机物占大多数，估计有近千万

种之多。著名有机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伍德沃德

（Ｒ．Ｂ．Ｗｏｏｄｗａｒｄ）说过：“化学家在老的自然界旁边又

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自然界。”这一新的自然界主要由有

机物组成。

化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在建设文明社会、改善人

类生活方面也是最有成效的科学之一。这里当然包括

有机物的巨大贡献，但是对此人们并不一定了解得很清

楚。近年来随着环境、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有毒的化

学物质””化学污染”可能给人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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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让读者认识有机物，了解有机物

在人们衣食住行和国民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

也介绍了毒品、化学污染等，其目的一方面是希望引起

大家的重视；另一方面要说明有机物的这些负面影响有

许多也要靠有机物去解决。

在２１世纪中，化学仍然是一门中心的、实用的、创

造性的科学，有机物的发展和应用保持着蓬勃的生机。

希望读者更多地关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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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物和有机合成

无机物和有机物

我们的周围是一个巨大的物质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物质种类繁多，变化各异。人类本身也是物质世界的组

成部分，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

在茫茫的宇宙中，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只是沧海

一粟，而在地球上，大到高山、海洋，小到细菌、微生物，

无不由物质构成。化学就是研究物质及其变化的科学。

远古，人类学会用火的时候，就开始了化学活动，用火加

工食物也伴随有化学变化。燃烧就是化学变化。后来

的冶金、烧制陶器，都是人们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

而利用物质的变化，对物质进行加工。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物质，都要求对物

质进行分类。世界上的物质真是太多太多了。分类也

是件难事，化学家把一切物质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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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物，如水、空气、泥土、沙石、金、银、铁、铜、食、盐、玻璃

等；另一类是有机物，如糖、淀粉、油脂、棉花、纸、塑料

等。最初人们根据来源进行分类。１７世纪，法国化学家

尼古拉·勒梅里（Ｎｉｅｏｌｏｓ　Ｌｅｍｅｒｖｙ）把天然产物分为３

类：矿物、植物和动物。矿物如金属、石、土，植物如树

胶、树脂、果实、种子、花、蜜等，动物则包括动物体及其

排泄物。这种分类方法很快得到公认。

后来，另一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Ａ．Ｌ．Ｌａｖｏｉｓｉｅｒ，

１７４３—１７９４年）通过燃烧实验发现，植物物质和动物物

质在组成上有相同属性，而与矿物不同。于是，１８０７年

瑞典化学家贝齐里乌斯（Ｂｅｒｚｅｌｉｕｓ，１７７９—１８４８年）将植

物物质和动物物质统称为有机物，因为它们都来自有生

命的机体，而把矿物质称为无机物。换句话说，有机物

是生命的产物，而无机物不是生命的产物。无机物可以

从空气、海洋、土地中取出，如沙子、水；而有机物只有通

过有生命的物体才能造出来，如糖来自种植的甘蔗、甜

菜等，然后从中提取。把物质这样分成无机物和有机物

两大类，在当时是分类的好方法。因为，有机物和无机

物在性质上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一般的有机物

（除少数例外）都可以燃烧，酒精、棉花、油脂易燃是人所

共知的；但多数无机物则不能燃烧，像食盐、石灰、烧碱。

有机物一般熔点低，通常是气体或液体，固体有机物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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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也多在４００℃以下；而无机物则熔点较高。水是无机

物，加热沸腾变为水蒸气，水蒸气加热到很高温度也不

会被破坏，冷却以后还会成为水。但是，如果加热花生

油这种有机物，很快就会冒烟、燃烧，被破坏了。把糖加

热会变黑、烧焦，冷却以后不能复原。但加热食盐，直到

熔化，冷却之后仍是食盐。

当时，无机物和有机物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人们

可以用加热或其他方法把有机物变为无机物，但却没有

办法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一直到１９世纪初，人们还

不知道，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的方法。瑞典化学家贝齐

里乌斯认为，在生物界起支配作用的规律与在非生物界

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完全不同。在活的机体中，有一种神

秘的“生命力”，植物物质和动物物质正是在这种生命力

的作用下形成的。尽管这些有机物有时可以转变为其

他物质，但是没有一种有机物能从无机物用人工方法制

得。葡萄糖在植物中广泛存在，经发酵可以变成乙醇

（酒精），乙醇又可以变成乙醚、醋酸等有机物。但是，它

们都不能用人工从无机物质中制造。这种“生命力”学

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支配作用，阻止人们尝试用无

机物去制造有机物。直到１８２８年，出现了一个伟大的

突变，那就是尿素的人工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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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尿素

尿素是一种白色固体，可以溶解在水中。一个成年

人每天大约排出尿素３０克。在实验室中首先实现人工

合成 尿素的是 年 轻 的 德 国 化 学 家 维 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ｏｈｌｅｒ　１８００—１８８２年）。

维勒从小喜欢收藏矿物标本，中学时期对化学实验

特别感兴趣。他住的房间既是岩石、矿物标本贮藏室又

是化学实验室。上大学时，尽管是学医学，但他仍在课

余时间作各种化学实验。他的老师建议他研究动物有

机体尿液中的各种物质。维勒就用狗做实验，也对自己

进行实验，他从尿中分离出纯净的尿素。研究它的性

质，并经过实验得知，人类的哪些食物可以引起尿液中

尿素的含量增加。２３岁时，维勒大学毕业回到家中之

后，又把自己的住所变成实验室，研究有关氰酸的课题。

在研究一种叫做氰酸铵的无机物的简便制法时，他意外

地发现，对氰酸铵加热时可以得到尿素。他多次重复这

一实验都得到同样的结果。他用无机物氯化铵与氰酸

银反应，或用氨水与氰酸银反应都得到比较纯净的尿

素。维勒把氨水和氰酸混合，得到氰酸铵。他尝试另一

种方法时，氯化铵和氰酸银反应生成氯化银沉淀，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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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后得到氰酸铵溶液。加热这种溶液也可得到了尿

素，他十分兴奋。他把这一成果写成一篇论文《论尿素

的人工合成》，发表在１８２８年的《物理和化学年鉴》第１２

期。他还专门写信告诉他的老师贝齐里乌斯：“我应当

告诉您，我不用人或狗的肾脏也能制造出尿素”。维勒

的工作震动了化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有人支持，有人

反对。贝采里乌斯就曾讽刺道：“能不能在实验室里造

出一个孩子来？”持有不同看法的人认为，尿素不能被认

为是由无机物人工合成。因为，氰酸和氨最终还要由有

机体获得。再说，尿素也只是动物体的排泄物，它容易

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是处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分界线

上。复杂的有机物还不能人工合成。但是，无论如何维

勒的工作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生命力”学说受到巨

大冲击。人们纷纷被吸引到人工合成有机物这一新研

究领域。１８４４年，柯尔贝（１８１８—１８８４年）合成了醋酸。

他是从木炭、硫磺这些典型的无机物开始的，而醋酸不

同于尿素，它不是动物的排泄物。它一直被认为是有机

物被氧化的产物。于是，柯尔贝说：“假如我们能够将醋

酸变成酒精，再用酒精制成糖和淀粉，我们就会清楚看

到，我们能够用人工方法从最简单的组份合成这些植物

中常见的成分”。贝特罗１８５３年合成出脂肪。１８５６年

柏琴（Ｐｅｒｋｉｎ）合成出紫色染料苯胺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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