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有机化学学科发展趋势

在有机化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机合成化学、天然有机化学、
金属与元素有机化学、物理有机化学以及有机物分离分析等领域。这些领域
在各自的成长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依靠并相互促进，为有机化学学科的繁
荣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70 年代以来，有机化学在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实
验手段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突破。有机化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富有发展活力
的新阶段。

（一）有机合成化学

有机合成化学是有机化学的主要内容。70 年代以来，有机合成步入了一
个新的高涨发展时期。

有机合成的基础是各种各样的基元合成反应，发现新的反应或用新的试
剂或技术改善提高已有的反应的效率和选择性是发展有机合成的主要途径。

合成反应方法学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是大量的合成新试剂的出现，特别是
元素有机和金属有机试剂。利用光、电、声等物理因素的有机合成反应也要
给以适当的重视。

高选择性试剂和反应是有机合成化学中最主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中包
括化学和区域选择控制，立体选择性控制和不对称合成等。后者是近年来发
展得较快的领域，包括了反应底物中手性诱导的不对称反应，化学计量手性
试剂的不对称反应，手性催化剂不对称反应，利用生物的不对称合成反应和
新的拆分方法等。反映过渡态反应部位的构象是反应选择性的关键因素。

复杂有机分子的全合成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体现合成化学的水平，
与生物科学相结合，重视分子的功能则是合成化学家的新热点。

（二）天然有机化学

天然有机化学是研究动植物（包括海洋、陆地和微生物的次级代谢产物）
及生物体内源性生理活性物质的有机化学。目的是希望发掘有生理活性的天
然化合物，作为发展新药先导化合物，或者直接用于临床或为农业生产服务。
天然有机化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联带关系，对于开发新型药物、新
型农药至关重要。

我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又有几千年传统防治疾病的经验积累，在我国
大力发展天然有机化学的研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天然有机化学的研究为有机化合物新的分离分析方法，新的专一性和立
体选择性合成方法和立体化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年来已全合成了
不少复杂结构的天然产物，这些全合成方法大大丰富了精细有机合成化学。
对内源性生理活性物质的发现及其生理活性研究，又开辟了天然有机化学研
究的新领域。

天然有机化学是植物化学、基础医学、药物化学、农业化学的基础。充
分利用开发我国动植物资源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努力开拓新的生理活性物
质，为国民经济服务是天然有机化学的重要任务。



（三）元素有机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

金属有机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是当代有机化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
一。有机磷化学、有机氟化学、有机硼化学和有机硅化学是当前元素有机化
学中四个主要支柱。

有机磷化合物在农药、医药、萃取剂等方面以及有机合成化学中都有重
要的应用。开展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也具
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重视各种新型有机磷化合物（包括低配位、高配位磷化
合物，磷杂环等）的研究，不断开拓这些新型化合物的新的应用领域是有机
磷化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有机氟化学，由于在原子能工业、火箭和宇航技术方面对特种材料的要
求，一直表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含氟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和应用更
为深入，新的含氟功能材料不断出现，氟化技术也不断革新发展。加强其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对我国的四化建设和学科发展均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有机硼化学为有机合成提供了许多很有特色的新反应，其中高选择性反
应和手性试剂在工业上已获得应用。有机硼化合物与金属和其它杂原子的结
合的高选择性的新反应以及硼笼化合物是值得重视的发展方向。新的有机硼
化合物的反应研究也应重视。

近年生物有机硅化合物以及有机硅化合物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有新的迅
速发展。在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硅烯、硅宾、硅的 3d 空轨道化学和多
硅烷的研究是当今有机硅化学重要研究课题。有机硅化合物在有机合成中特
别在天然有机物的合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属有机化学是近代化学前沿领域之一。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合成、结构
和反应性能的研究以及新型基元反应的开发和以有机合成为目标的金属有机
化学都是金属有机化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不仅提供了高
活性和高选择性的新型催化剂，而且在分子水平上为现代催化理论提供了科
学依据。金属有机试剂和催化剂提供了众多的高活性高选择的有机合成方
法。过渡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有可能蕴育出更多的新合成反应。

（四）物理有机化学

物理有机化学主要是通过现代物理实验方法与理论计算方法研究有机分
子结构及其物理、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阐明有机化学的反应机理。

有机化学反应途径的宏观和微观细节是物理有机化学的核心课题之一。
70 年代以来，协同—非协同反应，离子—非离子型反应以及基态—激发态是
这方面的研究热点。新反应的研究和新物理检测方法的发展推动了活性中间
体的研究，其中自由基和自由基离子、碳正离子、碳负离子、叶立德、碳宾
以及类碳宾的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的意义。

自由基反应的线性自由能关系也是一个新的研究前沿。分子静态和动态
结构的立体化学是物理有机化学的主要研究环节。立体电子效应是近来的一
个新的研究热点，它涉及分子轨道相互作用的电子效应所引起的特定立体取
向对分子结构与反应活性的影响，其发展前景尚有待开拓。

生命科学中的物理有机化学研究，包括主-客体化学中的模拟酶催化反
应，主体分子提供的微环境可控制反应，主体分子对客体分子的识别作用以



及疏水亲脂作用等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研究领域。
量子有机化学由静态向动态方向的发展是当前物理有机化学的重要组

成，分子力学方法在有机分子结构与构象的研究方面有着非常乐观的发展前
景。

新的物理方法和高技术的结合是分子瞬间动态性能研究的新途径。
C60球体的形成以及反应、性能等研究正吸引着人们广泛的注意。

（五）有机化合物的分离和分析

分离和分析的紧密结合是有机分析的一大特点。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
和环境科学中都涉及到复杂系统的痕量或微量的有机物分离分析问题。

气相色谱的发展是高效分离的突破口，而高效气相色谱和高效液相色谱
是现代分离技术的基础。在气相色谱中新型高选择性的耐高温固定相（如手
性固定相和异构体选择性分离的固定相）仍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对气相
色谱在有机物的痕量分离分析方面的应用仍需给予关注。液相色谱中选择性
色谱柱和选择性流动相的应用发展是今后若干年中的主攻方面。细径柱的合
理开发，多维色谱以及以色谱为主的系统分析网络将使复杂系统有机痕量物
质的分离和分析跃上新的台阶。

超临界流体色谱，包括毛细管柱超临界流体色谱是正在发展中的新技
术。

毛细管电泳是生命科学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型的高效技术，在蛋
白质和核酸的分离方面已显出极大的威力，是有很强发展活力的新领域。

核磁共振波谱技术在谱仪性能和测量方法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其中二维
方法的发展已成为解决结构问题最主要的物理方法。NMR 今后的发展趋势是
如何得到更多的相关信息、简化图谱、提高检测灵敏度和发展三维核磁共振
技术。

质谱技术最突出的进步是新的解析电离技术的发展。随着接口技术的进
步，联用技术的应用面更扩大，效果更为提高。这将使质谱成为生命科学中
的一个崭新的研究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