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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药学业务综合二》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14

有机化学部分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为高等学校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

的。其中，有机化学属我校自主命题的考试科目，其评价标准是：·高

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达到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保证被录取者具有较扎

实的有机化学基础知识。

二、 考试的范围

考试范围包括有机化学的命名、结构、旋光异构、光谱解析、各

类有机化合物的物理化学性质。考查要点详见本纲第二部分。

三、 评价目标

有机化学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

生灵活运用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生应能：

1．正确掌握和理解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命名方法；



2

2．熟练掌握基础有机化学反应的类型及应用范围；

3．熟练掌握有机化学反应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以及反应机理

等，理解和掌握有机化学反应中的立体化学问题；

4．熟悉各类重要有机合成化学反应、了解有机合成的基本概念和

知识。

5．正确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结构解析方法。

6．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四、 考生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答题时间：90分钟。

（三）各部分内容的考查比例

试卷满分为 150分。

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反应）约 50%

有机合成 约 28%

反应机理 约 6%

推断结构（含波谱分析）约 10%

实验 约 6％

五、 参考书目

1.《分析化学》第七版，李发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有机化学》第七版，陆涛，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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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一、绪论

1.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2.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理论

3.共价键的基本性质

4.有机酸碱理论

5.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二、烷烃

1.烷烃的同系列与同分异构现象

2.烷烃的命名

3.烷烃的结构与构象

4.烷烃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5.卤代反应的机理

三、烯烃

1.烯烃的结构、同分异构和命名

2.烯烃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3.烯烃的制备

4.消去反应机理

5.加成反应机理

四、炔烃和二烯烃

1. 炔烃的结构、同分异构和命名

2. 炔烃的物理性质、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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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炔烃的制备

4. 二烯烃

五、环烷烃

1.环烷烃的分类与命名

2.环烷烃的结构与构象

3.环烷烃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4.环烷烃的制备

六、立体化学基础

1.旋光性、对映异构、手性、分子的对称性

2.对映异构和非对映异构

3.取代环烷烃的立体异构

4.旋光异构在反应机理中的应用

七、芳香烃

1.芳香烃的分类和命名

2.苯的结构

3.苯及其同系物的物理性质

4.苯及其同系物的化学性质

5.多环芳香烃和非苯芳香烃

6.苯环上的亲电取代反应及机理

7.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

8.休克尔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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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卤代烷

１． 卤代烷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２． 卤代烷的物理性质

３． 卤代烷的化学性质

４． 亲核取代反应和消除反应机理

５． 不饱和卤代烃和芳香卤代烃

６． 卤代烃的制备

九、醇、酚、醚

1. 醇的结构、分类、命名

2. 醇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3. 醇的制备

4. 酚的结构、分类、命名

5. 酚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6. 酚的制备

7. 醚的结构、分类、命名

8. 醚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9. 醚的制备

10.环氧化合物

十、醛、酮

1. 醛酮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2. 醛酮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3. 醛酮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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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饱和醛酮

5. 醛酮的亲核加成反应及机理

十一、羧酸及取代羧酸

1. 羧酸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2. 羧酸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3. 羧酸的制备

4. 取代羧酸

十二、羧酸衍生物

1. 羧酸衍生物的结构和命名

2. 羧酸衍生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3. 酯水解反应机理

4. 羧酸衍生物的制备

十三、有机含氮化合物

1. 硝基化合物的结构和分类

2. 硝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3. 硝基化合物的制备

4. 胺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5. 胺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6. 胺的制备

7. 季铵盐和季铵碱

8. 重氮化合物和偶氮化合物

十四、杂环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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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2. 五元杂环化合物

3. 六元杂环化合物

4. 重要杂环化合物的制备

十五、糖类

1. 单糖

2. 双糖

十六、氨基酸、多肽、蛋白质和核酸

1. 氨基酸

2. 多肽和蛋白质

3. 核酸

十七、萜类和甾族化合物

1. 萜类

2. 甾族化合物

十八、周环反应

1. 电环化反应

2. 环加成反应

3. -迁移反应

十九、有机波谱分析（UV、IR、1H NMR和MS等）

二十、有机化学实验（基本原理、基本操作和基本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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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部分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 考试性质

该考试大纲适用于湖北大学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

对象为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准考考生。

二、 考试范围

考试范围和考查要点详见本纲第二部分。

三、 评价目标

分析化学考试在考查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注重考查考

生灵活运用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 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二） 答题时间：90分钟

（三） 各部分内容考察比例

分析化学试卷满分为 150分

基础知识 占约 60%。

应用部分 占约 20%

综合部分 占约 20%

第二部分 考查要点

一、误差和分析数据处理

1、理解系统误差、偶然误差的产生原因和减免方法；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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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

2、掌握有效数字、有效数字位数确定、有效数字的运算法则和

修约规则；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偏差、平均偏差、相对平均偏差、

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的表示方法及计算；

3、掌握平均值的置信区间计算；可疑数据的取舍；少量数据的

统计处理。

二、滴定分析法概论

1、理解滴定分析法的特点；滴定分析法及相关术语（标准溶液、

滴定、化学计量点、滴定终点、滴定误差、滴定突跃等）。

2、掌握滴定分析法的分类及其对滴定反应的要求；直接法配制

标准溶液的过程及物质的条件；间接法配制标准溶液的过程、基准物

的要求及常用基准物。

3、掌握物质的量浓度和滴定度的表示及相关计算；滴定分析结

果的计算。

三、酸碱滴定法

1、理解分布分数的定义和计算；质子条件式的书写。

2、掌握弱酸（碱）、两性物质、缓冲溶液 pH值的计算。

3、掌握酸碱指示剂、酸碱滴定的基本原理及解酸碱滴定曲线的

绘制过程。

4、掌握滴定突跃及影响滴定突跃大小的因素及弱酸（碱）的准

确滴定条件；指示剂的变色原理、理论变色范围、理论变色点和指示

剂的选择原则；滴定的终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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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非水溶液中的酸碱滴定法。

四、配位滴定法

1、了解配位平衡、配合物的平衡常数、副反应常数和条件稳定

常数。

2、掌握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金属离子指示剂；配位滴定中

酸度的控制，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的途径，配位滴定方式及其应用。

五、氧化还原滴定法

1、了解氧化还原滴定法的特点。

2、理解电极电位、条件电极电位、平衡常数、条件平衡常数的

定义及含义。

3、掌握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原理；氧化还原滴定法中的预处理及

指示剂；常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

六、沉淀滴定法和重量分析法

1、理解条件溶度积常数的意义；影响沉淀溶解度的因素；影响

沉淀纯度的各种因素和提高沉淀纯度的措施；沉淀滴定分析方法。

2、掌握重量分析对沉淀形式和称量形式的要求；沉淀的形成过

程和沉淀条件对沉淀类型的影响；重量分析结果的计算。

3、掌握沉淀条件的选择原则。

七、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

1、了解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概念。

2、掌握光吸收基本定律，了解比色和分光光度法的有关仪器；

掌握显色反应及关影响因素及光度测量误差和测量条件的选择；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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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性定量方法.

八、荧光分析法

1、了解荧光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有关仪器。

2、掌握定量分析方法。

九、红外吸收光谱法

了解红外吸收光谱法的基本原理，初步掌握典型基团吸收峰。

十、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了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的基本原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基

本部件。

十一、核磁共振波谱法

了解原子核的自旋能级和共振吸收，屏蔽效应和化学位移，自旋

偶合和自旋系统。

十二、质谱法

1、了解质谱法的基本原理和质谱仪的基本组成。

2、了解质谱中的主要离子及其裂解类型。

十三、色谱分析方法概论

1、了解色谱法的基本类型和分离机制；色谱法的基本理论。

2、掌握色谱过程和相关概念。

十四、气相色谱法

1、了解气相色谱法的分类、特点和常用术语。

2、理解气相色谱法的基本理论。

3、掌握气相色谱分析的定性与定量方法。



12

十五、高效液相色谱法

1、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基本类型；固定相与流动相的要求；

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基本组成。

2、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基本理论。

3、掌握高效液相色谱分析的定性与定量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