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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兰州 全国有机合成化学学术研讨会学习心得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应用化学班  葛晨宇 

8 月份的兰州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城市。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不同，兰州

以她四面环山，一面环水而闻名。行于饱经沧桑的中山桥上，看河水汹涌

波涛；听纤夫劈波斩浪；南望皋兰英魂冲顶，细嗅河西一脉芳香。很荣幸，

作为一名本科生在这个最美丽的季节来到美丽的兰州，参加这一次有机合

成学术研讨的盛宴。 

8 月 2 日下午，随行 9 人来到兰州城向北 70 公里的兰州新区，这里是

本次会议的聚集地。看蓝蓝天空，呼吸着海拔 2000 余米的青草空气，不

由让人十分心旷神怡。新区十分宁静，宽敞的柏油路上有碧绿的柳叶在追

逐打闹，不远处的中川机场，一架架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吸引着我们的眼球。

远眺，尽是群山层峦叠嶂，登上安静的电车，我们结识了同去参加会议的

研究生。他们来自厦门大学，那是一个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主办方西北师范大学的老师很热情，听说我们来自西北大学，从他们

的眼中，我看到了欣赏。西大，我又一次以你为荣，希望，有那么一天，

你可以以我为荣。夜里，兰州下起了一场少有的大暴雨，听着雨声，想念

着远方。 

8 月 3 日上午，会议室里人山人海，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科研工作者、

研究生齐聚在这里。胡雨来老师精彩的开场白，让我不觉头脑振奋，迫不

及待的朝向这人类知识领域的前沿望去。 

早上的两场报告，只能用头脑风暴来形容。特别是北京大学席振峰院

士的报告，十分新颖独创。在基础有机化学里，我们所学习的螺烃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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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芳香性，难以发生亲电反应，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化合物。但同

时，过于钝态的性质也限制了它在合成学上的应用。由于螺原子是碳原子，

SP3 杂化所形成的四面体结构，往往使得两个环处于相互垂直的状态，使

得分子的刚性平面遭到破坏，因而不显现芳香性。席院士的团队，巧妙地

运用第三主族元素如：B（硼）、过渡区金属元素如 Pd、Pt、Rh 作为螺原

子，通过大量的验证，拥有这类原子的螺烃，两环处于同一平面，电子云

密度均匀、分散、具有芳香性。针对这类化合物的合成，席院士课题组主

要运用的是不饱和双锂试剂，通过其与金属离子的络合，形成一个关环的

双锂试剂中间体，进而进行偶联反应，得到产物。螺芳香性金属化合物，

具有很强的芳香特性，可以用于合成与金属催化领域。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成功合成此类化合物的案例还是太少。席振峰院士课题组利用稳定的五、

六元环成功合成了两个环的螺芳香性金属化合物，但对于多个螺原子化合

物，非稳定性环类化合物的合成还需合成学家的不懈努力。 

湖南大学的谭蔚泓院士，研究方向属于新兴的化学生物学领域。报告

一开始，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便出现在广大与会代表眼前——分子元素周

期表。在谭院士所画的表格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碱基，虽然这些碱基的

填入是随机的，不同于规律性极强的原子元素周期表。但谭院士相信，这

些碱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规律与联系。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碱基之间

的联系与规律，那么在构筑有机分子的大厦时，我们的出发点就可以不再

单一的依靠钢架（碳骨架）与螺钉螺帽（杂原子），而是一个个的完整零

部件（碱基）。这样的话，不但可以更加精确的控制功能有机分子的合成，

还能够极大的缩短有机合成的时间。要知道，时间是有机合成化学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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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路虎。我们大多数的研究生一天工作 10 小时，课题进度却缓慢前行，

如果我们实现了精确的控制合成，那必将会推动有机合成突破性的发展。 

茶歇时分，我们结识了来自西南大学的研究生，西南见西北不由十分

亲切。同时，参加本次会议的研究生中，厦门大学来了不少人。这也使得

我，更加坚定了保研厦大的决心。 

黄培强院士，来自厦门大学。经济型步骤合成与高选择性合成是当今

的两个热点。大多数有机化合物具有手性而且手性位点并不单一，而奇妙

的大自然往往只使其中一种特殊的结构具有高度活性。传统的不对称合成

运用多步骤合成的方法，周期长、成本高、产率低于预期都使得经济型合

成呼之欲出。酰胺类化合物是当今研究的明星化合物之一，对酰胺类化合

物的合成研究，是黄院士本次报告的重点。酰胺类化合物的还原烷基化，

是利用三氟甲酸酐做催化剂，二氯甲烷作溶剂的，在极低温的反应条件下，

可以使格氏试剂与羰基发生两次亲核加成反应。普通的酰胺由于氮原子对

羰基碳原子的给电子共轭效应以及氮原子的不易离去性，使得反应在绝大

多数的情况下反应生成酮类化合物，产率低，经济效率低。而三氟甲酸干

催化下的双烷基化则可以兼顾化学选择性和经济合成。另外，在探索中寻

求的部分手性化合物可以直接通过四氢铝锂进行还原，得到较高的产率。 

8 月 3 日下午我主要听了第三，第四分会场的报告。以下写一些对几

个感兴趣报告的感悟和理解。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肖海波老师，介绍了两种特殊的探针分子。经过

大量的研究表明，这类探针分子可以络合二价锌离子并发出强烈的黄色荧

光。在两种分子中，A 分子属于单分子发光机理，需要在紫外光的照射下



 
 

-5- 
 

发生跃迁进而发出荧光。研究表明其在溶液和细胞中均有较强的黄色荧光。

但是作为检测物质，紫外光是绝对不能进行活体检测的。因而，经修饰过

的 B 分子的最大激发波长可以控制在可见光范围内，解决了对活体细胞的

损伤。但是，经过修饰的分子却不具备在细胞中有荧光的现象（由于斯托

克斯位移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修饰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在其

他离子的响应测定中，没有出现铜离子的测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突

破的方向。听了肖老师的报告，我对荧光探针分析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做荧光探针研究，我觉得应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设计分子，需

要运用很强的物理有机知识。设计出刚性平面大、助色团多、特异性结构

多、激发波长长的分子。这样的目标探针分子会使我们在响应检测阶段事

半功倍。第二阶段，是探针的合成。与小分子催化和全合成相比，探针的

合成难度与周期，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所以我认为，合成阶段并不是探

针研究的重点。而作为重点的，应属第三阶段——生物活性检测。探针有

没有用？有多大用？能否推广？都取决于生物检测这个重要的阶段，而生

物检测又分为两个步骤。溶液检测与活体检测，后者的难度往往大于前者

（生物体的复杂性）。对溶液有响应的分子，不一定对细胞有响应。一般

仍需要集团的修饰与加工。第四节段，应该是其它例子检测阶段。探针是

否是特异性检测的，需要大量的其他离子在溶液，在活体中的检测结果来

支撑。这就是荧光探针的麻烦之处。当然，也是最考验科研工作者耐心的

环节。 

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刘培念老师，报告的主题是基于表面物理化学为

基础的对炔烃偶联反应的机理探索。工作的特点是运用了非接触原子力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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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镜和 DFT 计算模拟。为了让探索三氯甲基苯偶联机理，提出了卡宾中间

体、卡拜中间体和协同发反应三个可能的机理。在 4.7K 的极低温度下与

高真空环境下，三氯甲基苯脱去氯自由基生成稳定的卡宾中间体。原子力

镜成相表明，两者结构差异很小。在继续加热至 5-70K 甚至 5K 时就发现

卡宾中间体的原子力镜成相发生改变。进一步探索得知，卡宾中间体已经

转化成了卡拜中间体。卡拜中间体进行偶联生成目标产物。对于刘老师的

报告，我的第一感悟时，计算化学在有机领域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刘

老师团队的课题旨在探索反应机理，并不对产率有要求。这就是机理探索

不同于合成的关键部分。我们学习的经典的炔烃偶联反应，也是在以铜金

属为催化的反应，但我们对其机理并没有进行详细的学习。因而，探索炔

烃反应机理也成为了当今一大热点。对于机理探索的研究，我觉得首先要

根据已有案例，设计可能的机理路线。其次，我们要优化探索的条件，大

多数时候需要苛刻的条件。例如刘老师团队的工作，只有在温度下降至

4.7K 的极低温度下，才可以观察到卡宾中间体。再次，我们要运用各类工

具进行呈相，来支持我们的结论，磁、红外、质谱不再表现出万能。最后

一个阶段，就是底物的扩展阶段，需要我们寻找出更多的反应底物，看他

们的机理与之前所得到的是否一致，是论证通用和特殊的一步。 

晚宴时分，我们结识了又一批西南大学的研究生。并且在用餐期间，

我认识了黄培强老师，表达了我保研厦大的目标，得到了黄老师的鼓励。

黄老师告诉了我一些厦门大学化学学化工学院的保研要求，并鼓励我参加

2019 年夏季的夏令营，这些，都让我倍增信心。 

夜晚的兰州新区，刚刚经历过一场仲夏之雨。空气没有想象的那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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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反而带有中原地区的湿润。气温并不高，恰似入秋的西安。我们一行

5 人，漫步在兰州新区宽敞的柏油路上，感受着这个即将成为兰州新市区

的地方。这西北的鸟，的确有些不同，飞至海拔 2000 多米的地方，非但

不吃力，身上还带有蓝蓝的荧光。好比莘莘学子，不要抱怨别人的环境比

你好，想想自己，是否带有黑夜中的荧光？ 

8 月 4 日下午，为期两天的会议即将拉下帷幕。由中国化学会前任秘

书长，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研究所的田伟生老师的压轴报告可以说是最吸

引我的报告了。田老师做的是高效合成，我们知道，在成千上万的化合物

中，拥有我们目标功能的只占少数。因而我们有了两个概念：明星分子和

普通分子。明星分子可能分子式同于普通分子，但由于一个小小的结构差

异，就成就了他的特异性功能。我们很多的科研工作者，倾尽大量的时间，

始终把目光放在这些明星分子上。明星分子之所以是明星，合成难度可想

而知。往往需要极多步骤的合成。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1，合成成本高，

有机反应的产率都不太高，多步骤的合成，为了得到产物耗费前体的量可

想而知。2，合成周期太长，有机反应，副反应无法避免。我们得到的反

应体系，副产物非常多，所以在有机合成中，我们 70%的时间用在了产物

的分离上。并且，随着我们做反应的剂量加大，相应的后处理时间也会变

长。做毫克级别反应，后处理快，但产量少，需要多次重复才能得到继续

反应的用量。做克级反应，产量多，但后处理十分麻烦。体系的杂质过多，

柱层析后依旧需要反复多次的重结晶，这也大大拖慢了反应进度。用我自

己的亲身感受，我在实验室 2 步合成做的三环萘烯，仅仅重结晶部分，耗

费了我整整一天的时间，而整个 1 周下来，我只处理并得到了不足 10g 产



 
 

-8- 
 

物。这仅仅是两步合成，更不要说 10 步以上复杂分子的合成了。3，难以

控制产物构型的转变，目标分子的特异性结构，是其具有特异性功能的前

提。多步骤的合成，为了保护这些特异性结构，我们难免不进行基团的修

饰、保护、异构。这也极大的影响了成本与产率。如果我们始终把目光盯

在这些明星分子上，不去考虑成本与产率。那么，这类合成方法永远只能

停留在实验室。田老师的团队发现，如果把目光盯在普通分子上，由普通

分子合成明星分子，往往事半功倍。普通分子很多，需要不断地筛选（类

似于药物分子的筛选）。虽然起步阶段很困难，很痛苦，但一旦找到了那

个特殊的普通分子，稍加修饰，就可以得到目标产物。那么这些明星分子，

就可以变得“平易近人”脱离实验室了。这也仿佛有“众里寻他千百度，慕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田老师对我的启发，在于由普通而代替

特殊。既然建一座明星分子大厦很难，那为何还要从地基开始？从与它类

似的大楼改建不好吗？ 

闭幕式，胡雨来老师感谢了与会的专家与学者，并将全国有机合成化

学的火炬，传向了河南大学的王华老师。经过这次会议，可以说收获颇丰，

让我知道了，前沿的科学家在做什工作，让我知道了每项工作的难易之处。

这是对一个有机小白的洗礼，很感谢学院，感谢谢老师，给了我们这次宝

贵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