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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有机化学学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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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化学中的发明和发现时间为根据，阐述了有机化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

论述了有机化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比无机化学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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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的产生

“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人类一产生就开始了

劳动，也就是对自然的改造。人在改造自然的漫长岁

月里逐渐认识并利用了一些化学反应。大约在#"万

年前“北京人”就能控制和利用火了。火，也就是木柴

的燃烧，是最早被人们所利用的化学反应。以后，大

约在#"""年前，埃及人就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但是

化学这门科学从产生到现在也只有二、三百年的时

间。

恩格斯说“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年，

近代化学的奠基者，英国物理学家兼化学家波义耳

（/01234 50672，’&!)8’&(’）出版了《怀疑的化学家》

一书，书中建立了元素的科学概念，开始把化学确立

为科学。虽然有些化学史学家对波义耳在《怀疑的化

学家》中建立元素的科学概念持否定的态度。但是波

义耳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和实验化学家，一生中做

过非常多的实验，是第一个发明指示剂的化学家，首

先为酸、碱下了明确的定义，他还是分析化学的先

驱，创造了很多的定性检验盐类的方法。所以现在的

化学史学家都还是认为化学的产生是以’&&’年《怀

疑的化学家》的出版为标志的。

’&&)年，德国化学家贝歇尔 （90:;<< 90;=:>?
52=:23，’&%#8’&.!）出版了《土质物理》一书；书中论

述了燃烧作用。’)"!年，德国化学家兼医学理论家施

塔尔（@203A B3<C4 D4;:7，’&&"8’)%E）将他老师贝歇

尔的《土质物理》再版，并在书中提出了朴素的“燃素

说”；认为物质燃烧后，放出燃素，燃素随即在空气中

消失，空气是带走燃素的必需媒介物，燃素是离不开

空气的。还认为燃素充塞于天地之间；植物能从空气

中吸收燃素，动物又从植物中获得燃素，所以动植物

中都含有大量的燃素。“燃素说”现在看来是错误的，

但它在化学界流行了一百多年，对化学的产生和发

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40><2 F;G32<4
F;H0>C>23，’)E%8’)(E）建立了燃烧氧化理论，推翻了

“燃素说”，并最终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恩格斯对于拉

瓦锡提出的燃烧的氧化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

由于拉瓦锡的学说，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

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

! 有机化学的学科形成

!+’ 无机化学的产生

’.".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90:< I;740<，’)&&8
’.EE）出版了《化学哲学新体系》，建立了近代原子

论 。’.’’年 意 大 利 物 理 学 家 阿 佛 加 德 罗（-?2J20
-H0A;J30，’))&8’.#&）提出了分子假说，建立了原子

分 子 论 。’.)’年 ， 俄 国 化 学 家 门 捷 列 夫（I?>436
KH;<0H>=: L2<J2722H，’.%E8’(")）发表了《化学元素

的周期依赖关系》一文，建立了元素周期律，把庞杂

的元素知识纳入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同原子分

子论一起，共同奠定了无机化学和整个化学的理论

基础。元素周期律的建立，标志着无机化学的形成。

!+! 有机化学的形成

有机化学是化学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有机

化合物的化学。有机化合物可简称为有机物。人类

对有机物的认识是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

的进步而不断提高的，当时化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

矿物，所以，把从生物体中分离出来的化合物称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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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有机物的涵义是“有生机之物”。自从拉瓦锡和

李比希（A8).8) 1,- B0*90;，!CD%E!CF%，德 国 有 机 化

学家）创立和发展了有机化合物的元素分析方法之

后，发现了有机化合物都含有碳元素，绝大多数的还

含有氢元素。于是，凯库勒（G*H8:*，!C$IE!CIJ，）和

葛美林（K3*:0-，!FCCE!CL%）在!C&C年将有机化合物

定 义 为 含 有 碳 元 素 的 化 合 物 。 后 来 肖 莱 马

（M2/,4:*33*4，!C%&E!CI$）在化学结构学说的基础

上，于!CF$年将有机化合物定义为烃和烃的衍生物。

有机化合物的提纯，有机化合物的分析和有机

化合物的合成，特别是有机化合物的合成是近代有

机化学创立的标志。

虽然在很久以前，人们就会利用一些有机化学

的知识了。如LD万年前“北京人”所用的火就是有机

物的氧化反应。大约在&DDD年前，我国原始氏族社会

末期就已会酿酒。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发明了造纸

术。但是有机化学作为一门科学。萌芽于十八世纪

后半叶，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瑞典化学家舍勒于

!FJI年分离出了酒石酸，于!FCD年分离出了乳酸。

!FC&年拉瓦锡对一些有机物进行了分析，拉瓦

锡将有机化合物进行完全燃烧以后，产生了二氧化

碳和水，他推断这两种化合物是有机化合物中的碳

和氢两种元素燃烧后产生的，用此法即可测定碳和

氢的含量，对于不容易燃烧的有机物，则要与氧化剂

（氧化汞或二氧化铅）混合后，再进行燃烧。由于拉瓦

锡所用的氧化汞和二氧化铅的氧化性不够强，因此

燃烧反应往往不完全。!C%D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改

进了拉瓦锡对有机物的分析方法，他利用有机物的

蒸气与赤热的氧化铜接触时可以完全燃烧这一特

点，把样品放在一根装有氧化铜的硬质玻璃管中，加

热使样品燃烧，产物经过装有无水氯化钙的干燥管，

以吸收其中的水蒸气；然后再通过浓氢氧化钾溶液

以吸收二氧化碳。从吸收管的重量的变化就可以计

算出样品中碳和氢的含量。如果样品中只含碳、氢、

氧三种元素，那么剩余的百分比就是氧的含量。他对

醋酸等许多有机物进行了精确分析。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有机化学和生物

化学领域内流传着一种“生命力论”，这种理论认为，

动植物有机体内存在着一种生命力，只有依靠这种

生命力，才能制造出有机化合物，即有机物质只能在

动植物的有机体内产生。在化学实验室里，化学家只

能合成无机化合物，但决不能合成有机化合物，特别

是不能从无机物质合成有机物质，“生命力论”的拥

护者认为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C$C年，德国化学家魏勒 （N40*+402/ O,/:*4，
!CDDE!CC$）利用无机物氯化铵溶液处理无机物氰

酸银得到了氰酸铵，加热后制得了有机物尿素，动摇

了“生命力论”的基础。!C&L年，魏勒的学生德国化学

家科尔伯利用木炭、硫磺、氯和水合成了醋酸这个典

型的有机化合物。实际上，从!C$C年魏勒首次制得尿

素开始，到!C&L年，许多化学家合成了许多有机化合

物。“生命力论”彻底破产，有机化学形成一门科学。

从时间上看，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都是在!I世纪JD
年代前后各自形成科学的。所以说，化学这门科学形

成于!F至!C世纪，并于!I世纪JD年代前后形成了有

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两大分支；不过，有机化学形成一

门科学的时间比无机化学早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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