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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题背景

    葡萄糖作为生命能量之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是整个地球生物圈里被利用和储藏的最广泛的碳水化合物。

然而研究它的来历，我们会发现一位在有机化学和生物化

学领域颇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即埃米尔·费歇尔（Emil 
Fischer,1852-1919,19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埃米尔·费歇尔出生于德国，是19世纪的一代化学大师。

他发现了苯肼，对糖、嘌呤、蛋白质、立体化学及其它一些化

学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因其在糖类、嘌呤类有机化合

物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1902年诺贝尔化学奖。他的研究领域

集中在对有机化学中那些与人类生活、生命有密切联系的有机

物质探索，因而被称为生物化学创始人。
Emil Fischer 
(1852-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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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价值
    这篇文献综述简要地介绍了

费歇尔的各项研究成果，通过对

其学习，我们可以了解到糖类、

嘌呤类物质研究起源及其成果，

一些化学反应及其合成原理，对

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些研究成

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通过对其

学习掌握，对于我们的科研、化

工生产等工作中可以起到辅助发

展、完善的作用。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选题意义

Birth  1852
1871  Uni Bonn

Uni Strasbourg  1872
1874  Ph D,Research Assitant

Phenylhydrazine,Uni Munich  1875
1878  Privatdozent,Formule of Phenylhydrazine

Purine,Professor,Uni Erlangen  1881
1882  Theobromine

Fischer Indole Synthesis reaction  1883
1884  SugarUni Wurzburg  1885
1888  Married,Synthesis Mannose

Glucose structure,Uni Berlin  1890
1891  Fischer projection

Caffeine ,Fischer Esterification  1895

Uric Acid  1897
1899  Protain,Enzyme

Ornithine  1901
1902  Nobel Prize,Barbital

1908  Cysteine
Helmholtz Medal  1909

1911  PhenobarbitalWar Effort  1914-1918
1919  Death

Fischer glucosidation  1893-1895

1896  Fischer oxazole synthesis

Fischer peptide synthesis  1903

1894  The lock and ke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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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文思路

通过浏览各个网站，初步地搜寻关于埃米尔·费歇尔的学术研究与贡献的文献，
下载并保存，咨询自己的指导老师，获取到关于费歇尔相关的学术成果的知识 

文献查找

将整理好的文献进行阅读、总结、提取出将用于综述写作的内容 

构思出行文结构，将整理好的内容进行排版设计，初
步拟定各级标题及大致框架 

文献阅读

框架制定

综述撰写

修改定稿

进行综述的撰写，仔细推敲，完成此项工作 

经过老师的指导，进行反复修改，查重，
直至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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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弱冠之际

    埃米尔·费歇尔于1852年10月9日出生在德国波恩附近的奥

斯吉城(Euskirchen)小镇，费歇尔的父亲劳伦兹·费歇尔是一位

成功的企业家，所以他早年得到了很高教学水平的教育。

1871年，埃米尔·费歇尔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化学，但波恩大学

的化学实验教学水平较低，在1872年他转学到了斯特拉斯堡

大学，从师于阿道夫·冯·拜耳（Adolf von Baeyer，1835-1917, 
190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研究染料化学。1874年，在拜

耳的指导下，22岁的费歇尔完成了博士论文《有色物质的荧

光和苔黑素》（《Non-ferrous material fluorescence and 
orcinol》）并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博士。

Emil Fischer
 (1852–1919）

Emil Fischer inAdolf Baeyer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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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05

1875年，在慕尼黑大学期间，费歇
尔发现了苯肼

1881年，费歇尔开始嘌呤的研究之
路。于1897年从尿酸中抽出简单母
体，命名为嘌呤 

1884年，费歇尔开始选择葡萄糖作
为他的研究目标，最终确定了糖的
结构，合成了30多种糖 1 费歇尔吲哚合成

2 费歇尔投影式
3 费歇尔糖苷化反应
4 费歇尔酯化反应
5 费歇尔恶唑合成
6 费歇尔多肽合成

费歇尔认识到氨基酸在蛋白质中如
何连接在一起，并把这种连接称为
“肽键”。创立了“锁-匙模型

苯肼的发现

嘌呤的研究

糖的研究

以费歇尔命名的贡献

蛋白质的研究

知命之际

 Emil Fischer
 (1852–1919) 



11知命之际

N NO3
KHSO3

PhCOCl HCl/H2O NHNH2

硝酸重氮苯 苯肼

       费歇尔用硝酸重氮苯和亚

硫酸氢钾反应，再与苯甲酰氯

反应，然后用盐酸处理形成沉

淀，将沉淀最后与氢氧化钾作

用得到苯肼。

NaOH

苯肼的发现

嘌呤的研究

     费歇尔成功地从
可可，咖啡中分离出
可可碱，咖啡因。并
且由于从尿酸的结构
中得到灵感，使“嘌
呤”得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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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 Fischer
 (1852–1919）



12知命之际

糖的研究

       费歇尔确定了糖的结构，并
且合成了30多种糖。例如：葡萄
糖、甘露糖和果糖 

Fruct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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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ose

以费歇尔命名的贡献

1  费歇尔吲哚合成

       由取代的苯肼与醛或酮反应生
成芳香族杂环吲哚的一种化学反应 

Emil Fischer (1852–1919）



13知命之际

2  费歇尔投影式

CHO

H
CH2OH

OH

CHO

HO
H

CH2OH

CHO

CH2OH

H OH

CHO

HO H

CH2OH

D-Glyceraldehyde

L-Glyceraldehyde

     甘油醛的楔形结构及
对应的费歇尔投影式

3  费歇尔糖苷化反应

O
HO

HO OH

OH

OH
Methanol

TMS-Cl

O
HO

OH

HO OH

OCH3

    醛糖或酮糖与醇在酸催化
条件下反应，生成糖苷 



14知命之际

4  费歇尔酯化反应

R1 C

O

OH + R2 OH
Acid

R1 C O R2

O

+ H2O

        在过量的酒精和活
性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的，
用于将羧酸转化为酯 

5  费歇尔恶唑合成

OH

R1
N

+

O

HR2

HCl

ether
N

OR1 R2     等量的氰醇和醛溶于无
水醚中，在通入干燥的氯化
氢的条件下，合成恶唑 



15知命之际

6  费歇尔多肽合成

Cl

R
Cl

O

H2N
O

R1
OC2H51.

2.
Cl

O R1

H
N

OH

R O

hydrolysis

AcCl

PCl5

Cl
O R1

H
N

Cl

R O H2N
O

R2
OC2H51.

2. hydrolysis
Cl

O R1

H
N

N
H

O

OH

R2OR

(steps repeated)

 合成多肽的方案：用一种含卤素的化合物与氨基酸中的氨基反应。

      α-氯或α-溴酰氯与氨
基酸酯发生反应，经水解，与
乙酰氯作用，得到一个新的酰
氯，再与新的氨基酸酯重复此
过程，即可得到多肽。

 Emil Fischer
 (1852–1919)



16知命之际

蛋白质的研究

       费歇尔认识到氨基酸在蛋白
质和多肽中是如何连接到一起的，
并将这种连接称为“肽键”

H2N CHCOOH

R1

+ H2N
H
C
R2

COOH H2N
H
C
R1

O
C

H
N

H
C COOH
R2

Peptide bond

H2N OH

NH2

O

 Ornithine

HO OH

NH2

O

 Serine

O

S

OH

H2N

H

S

O

OH

NH2

H

 Cysteine

       费歇尔合成了鸟氨酸，丝氨酸，

含硫半胱氨酸

       费歇尔创立了酶与底物之间的关

键模型，即“锁-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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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妥类
1903年，关于巴比妥酸盐
类第一个科学数据发表在
报告中 

威廉皇家学会
费歇尔担任化学研究所执
行委员会主席，并捐赠巨
额财产用于学会的建设

一战时期
费歇尔积极组织德国的化学资
源，努力解决了战时各项科学
技术的难题

教书育人

费歇尔的实验室培育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33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

1 四个
贡献

2

3 4

古稀之际



18古稀之际

巴比妥类

HN NH

OO

O
Phenobarbital

        1904年，费歇尔合
成了包括苯巴比妥在内
的几种相关药物

威廉皇家学会

       1911年，费歇尔领导的帝国化学研究促

进会并入威廉皇家学会，并向其援助了90万
马克的资金，用于修建化学研究所。不仅如

此，费歇尔还一直担任化学研究所执行委员

会主席。并于遗嘱中，将“萨尤丁”和“沙波明”
两种由他合成的药物的销售中分得的红利75
万马克，捐赠给威廉皇家学会。

Emil Fischer
 (1852–1919)



19古稀之际

        1914年，一战爆发，费歇尔积极组织德
国的化学资源，努力解决了战时各项科学技
术的难题，他用石膏和硫镁钒矿代替日益减
少的黄铁矿，用氨合成硝酸和硝石供应硝石
的使用，并且领导着化学生产和食品供应委
员会。

一战时期

教书育人

       费歇尔的实验室培育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33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这使得有机化学和
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
中的佼佼者，6人获得诺贝尔奖。在他的学
生三代中获得诺贝尔奖的更是高达9人，并
且更多的是在生命科学领域。

柏林大学化学研究所费希尔报告厅举行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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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费歇尔一生学术成就众多，在有机和生物

化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铺垫，

葡萄糖的全合成也成为有机合成化学的经典之

作。他的成就也使他获得了许多的荣誉：曼彻

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的荣誉博

士，1902年诺贝尔化学奖、1909年亥姆霍兹奖

章、1913年普鲁士荣誉勋章和马西米兰艺术与

科学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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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总结
内容总结

不足之处

译文小结文i



22内容总结

01 02

03 04

对糖类的研究 对嘌呤类化合物的研究

对蛋白质的研究
在化工生产和化学教育上
的贡献

费歇尔的学术贡献

    作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伟大的化学家，Fischer的研究及其广泛，
从基础化学反应（很多他的人名反应如：费歇尔吲哚合成、费歇尔糖苷化
反应、费歇尔酯化反应等）到立体有机化学（费歇尔投影式），从生物小
分子如糖、咖啡因、鸟嘌呤、腺嘌呤茶碱、可可碱、次黄嘌呤到蛋白质、
酶等生物大分子，并提出了著名的酶和底物发生化学反应的锁-匙模型，成
为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和药理学家合作， 开发了著名药物巴比妥和苯
巴比妥，为德国乃至世界化学药物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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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歇尔的化学教育

    作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最伟大的化学家，Fischer为德国乃至整个世界的

化学界培养了大批化学人才， 包括33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其中有7人获得诺

贝尔奖，包括因创立有机物的微量分析法获得192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Fritz 
Pregl（1869-1930）；由于对固醇类化合物的深入研究并发现维生素D而获得

192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Adolf Windaus（1876-1959）和因对血红素和叶绿素

结构的研究而获得193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Hans Fischer（188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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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小结

        G. Nagendrappa教授以费歇尔

的生活和成就为切入点，为我们展

示了费歇尔在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

以及化工，战争等的多方面诸多成

就。通过不同角度的写作，层次分

明，使得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文章

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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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不足

一：本文引用文献较少，存在片面性

二：写作过程中带入个人情感

三：本文未对以费歇尔命名的贡献进性详细

    介绍 

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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