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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第一章　认识有机化合物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１．了解有机化合物的分类方法。

２．掌握常见官能团的结构。

３．体会科学分类法在认识事物和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知识点一、按碳的骨架分类

１．下列有机物中，

（１）属于芳香族化合物的是　　　　；

（２）属于芳香烃的是　　　　；

（３）属于苯的同系物的是　　　　。

師師

師師帪帪① ＯＨ 、

師師

師師帪帪② ＣＨ　ＣＨ ２ 、  ③ ＣＨ ３ 、



師師

④ 、

師師

師師帪帪 ⑤ ＣＨ ３ 、

師師

師師帪帪⑥ ＣＯＯＨ 、

師師

師師帪帪⑦ ＣＨ ３
ＣＨ ３

、

師師

師師帪帪⑧ ＯＨ
ＣＯＯＨ

、

師師

師師帪帪⑨ Ｃ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  ⑩ ＯＨ

知识点二、按官能团分类

１．烃的衍生物

烃分子中的　　　　被其他　　　　所取代，衍生出

的一系列新的化合物。

２．官能团

决定有机化合物特殊性质的　　　　。

３．常见有机物的类别、官能团和典型代表物

类别
官能团 典型代表物

结构 名称 结构简式 名称

烃

烷烃 ＣＨ４ 甲烷

烯烃 　　　　
碳碳

双键
ＣＨ ２ ＣＨ２ 乙烯

炔烃 　　　　
碳碳

叁键
ＨＣ≡ＣＨ 乙炔

師師
師師

帩帩
芳香烃 苯

烃
的
衍
生
物

卤代烃 　　　　
卤素

原子
ＣＨ３ＣＨ２Ｂｒ

溴乙

烷

醇 　　　　 羟基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乙醇

酚 　　　　
師師

師師帪帪羟基 ＯＨ 苯酚

醚    Ｃ　Ｏ　Ｃ 醚键 ＣＨ３ＣＨ２ＯＣＨ２ＣＨ３ 乙醚

醛 　　　　 醛基 ＣＨ３ＣＨＯ 乙醛

酮




Ｃ

Ｏ
羰基

ＣＨ３



Ｃ

Ｏ

ＣＨ３
丙酮

羧酸 　　　　 羧基 ＣＨ３ＣＯＯＨ 乙酸

酯 　　　　 酯基
ＣＨ３



Ｃ

Ｏ

Ｏ　Ｃ２Ｈ ５

乙酸

乙酯

２．下列化合物中，有多个官能团：

師師

師師帪帪Ａ．

ＯＣＨ


３


ＣＨＯ

ＯＨ 　　　　　　

師師

師師帪帪Ｂ．


ＯＨ

ＣＨ２


ＯＨ






























































ＣＯＯ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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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師師

師師帪帪Ｃ．

ＣＨ


３

ＨＯ

ＣＯＯＨ

ＯＨ

師師

師師帪帪Ｄ．


 ＣＨＨＯ ＣＯＯＨ

Ｅ．Ｃ

ＣＨＣＯＯＣＨ　ＣＨ ２

ＨＣＯＯＣＨ　ＣＨ ２

（１）可以看作醇类的是　　　　（填字母，下同）；

（２）可以看作酚类的是　　　　；

（３）可以看作羧酸类的是　　　　；

（４）可以看作酯类的是　　　　。

探究点一、脂环化合物和芳香化合物的比较

１．脂环化合物和芳香化合物的区别
（１）脂环化合物。

不含苯环的碳环化合物都属于脂环化合物。它们的性

质与脂肪族化合物相似，  帪帪如 、。

（２）芳香化合物。

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含有一个或多个苯环，

師師

師師帪帪

如

ＯＨ

師師

師師帪帪

師師

師師、 。

２．芳香化合物、芳香烃和苯的同系物的关系

定义 实例

区
别

芳香

化合物

含有苯环的化 師師
師師

帩帩
合物

Ｂｒ

師師
師師

帩帩
師師
師師

帩帩


、

ＮＯ ２

師師
師師

帩帩芳香烃 含有苯环的烃
ＣＨ ３

師師
師師

帩帩

、

ＣＨ　ＣＨ ２

苯的

同系物

分子中含有一

个苯环且侧链
師師
師師

帩帩

为烷基的烃

ＣＨ ３

師師
師師

帩帩

、

ＣＨ２ＣＨ ３

关系

　　例１　下列有机物中：

師師

師師帪帪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①

師師
師師

帩帩
② ＣＨ　ＣＨ ２ 　 師師



帩帩
③

ＣＨ


３

　 師師



④

師師

師師帪帪 ⑤ ＣＨ ３ 　

師師

師師帪帪⑥ ＣＨ２ ＯＨ

師師

師師帪帪⑦ ＣＨ ３
ＣＨ ３

　

師師

師師帪帪⑧ ＮＯ ２

（１）属于芳香化合物的是　　　　（填序号，下同）。

（２）属于芳香烃的是　　　　。

【解析】　因为①②⑤⑥⑦⑧都是含有苯环的化合物，

所以是芳香化合物；①②⑤⑦都含有苯环，且只含有Ｃ、Ｈ两

种元素，所以是芳香烃。

【答案】　（１）①②⑤⑥⑦⑧　（２）①②⑤⑦

１．（２０１３·大理高二检测）下列物质属于芳香烃，但不是苯的

同系物的是 （　　）

師師
師師

帩帩
① ＣＨ ３ 師師

師師

帩帩
② ＣＨ　ＣＨ ２

師師
師師

帩帩
③ ＮＯ ２ 師師

師師

帩帩
④ ＯＨ

師師
師師

帩帩
師師
師師

帩帩
 師師

師師

帩帩
⑤ ⑥ ＣＨＣＨ ３

ＣＨ


３

Ａ．③④ Ｂ．②⑤
Ｃ．①②⑤ Ｄ．②③④⑤⑥

探究点二、官能团、基、根（离子）的比较

１．基与官能团

基 官能团

区别
有机物分子里含有的原

子或原子团

决定化合物特殊性质的

原子或原子团

联系
“官能团”属于“基”，但“基”不一定是“官能团”，如甲

基（—ＣＨ３）不是官能团

　　２．基与根

基 根

概念

化合物分子中去掉某些

原子或原子团后，剩下的

原子团

指带电荷的原子或原子

团，是电解质的组成部

分，是电解质电离的产物

电性 电中性 带电荷

稳定性 不稳定；不能独立存在
稳定；可以独立存在于溶

液中或熔化状态下

实例及

电子式
—ＯＨ：·Ｏ

··

··

·
·Ｈ　 ＯＨ－：［·· Ｏ

··

··

·
·Ｈ］－

联系

“根”与“基”两者可以相互转化，ＯＨ－失去１个电子，

可转 化 为—ＯＨ，而—ＯＨ 获 得 １ 个 电 子 可 转 化

为ＯＨ－

　　例２　有９种微粒：① ＮＨ－
２ 　② —ＮＨ２　③Ｂｒ

－

④ ＯＨ－　⑤ —ＮＯ２　⑥ —ＯＨ　⑦ ＮＯ２　⑧ＣＨ
＋
３

⑨ —ＣＨ３
（１）上述９种微粒中，属于官能团的有　　　　（填序

号，下同）。

（２）其中能跟—Ｃ２Ｈ５ 结合生成有机物分子的微粒有

　　　　。

（３）其中能跟 Ｃ２Ｈ
＋
５ 结合生成有机物分子的微粒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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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解析】　（１）官能团属于基，而基不一定是官能团，容

易判断②⑤⑥是官能团，要注意烷基、苯环都不是官能团。

（２）—Ｃ２Ｈ５是基，根据“基与基之间能直接结合成共价

分子”的原则可知，能跟—Ｃ２Ｈ５ 结合成有机物分子的微粒

有②⑤⑥⑨。

（３）Ｃ２Ｈ
＋
５ 带正电荷，根据“带异性电荷的微粒相互吸引

结合成化合物”的原则可知，能跟Ｃ２Ｈ
＋
５ 结合生成有机物分

子的微粒有①③④。

【答案】　（１）②⑤⑥　（２）②⑤⑥⑨　（３）①③④

２．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Ａ．ＯＨ－带有负电荷，—ＯＨ不带电荷

Ｂ．—ＣＨ３属于“基”，但不是“官能团”，—ＣＯＯＨ既是“基”

又是“官能团”

Ｃ．“根”一定是离子，离子也一定是“根”

Ｄ．决定有机物化学性质的“基”又叫官能团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课时作业（一


















）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

１．认识有机化合物的成键特点。

２．了解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现象。

３．掌握同分异构体的书写方法。

知识点一、有机化合物中碳原子的成键特点

１．碳原子的结构特点

碳原子最外层有　　个电子，不易失去或得到电子形

成阳离子或阴离子。碳原子通过　　　　与其他原子形成

共价化合物。

２．碳原子间的结合方式

碳原子之间可以形成稳定的　　　　、　　　　或　

　　　。多个碳原子可以形成长短不一的碳链，碳链可以

带　　　　，还可以结合形成　　　　，碳链和碳环也可以

相互结合。

３．甲烷分子中碳原子的成键特点
（１）结构特点：正四面体结构，碳原子居于正四面体的

中心，４个氢原子位于正四面体的顶点，两个碳氢键间的夹

角为　　　　。

（２）表示方法：

分子式 电子式 结构式
结构

简式
球棍模型 比例模型

ＣＨ４ ＨＣ

Ｈ


Ｈ

Ｈ

Ｃ

Ｈ

Ｈ 
Ｈ Ｈ

　　

１．下列结构式从成键情况看不合理的是 （　　）

Ａ． Ｃ

Ｈ

Ｈ

 Ｎ Ｈ 　　　　 Ｂ． ＣＨ

Ｏ

 Ｏ　Ｈ

Ｃ． ＣＨ




Ｈ

Ｈ

 Ｏ　Ｈ　 Ｄ． Ｃ

Ｈ

Ｈ

Ｓｉ

Ｈ

Ｈ

知识点二、有机化合物的同分异构现象

１．同分异构现象

具有相同的　　　　，不同　　　　的化合物，性质上

有差异，这种现象叫同分异构现象。

 
　　同分异构现象存在于化合物之间，存在于有机物之

间，也可以存在于无机物和有机物之间，比如ＣＯ（ＮＨ２）２

（尿素）和ＮＨ４ＣＮＯ（氰酸铵













）

　　２．同分异构体

具有　　　　的化合物互为同分异构体。

３．同分异构体的类别

（１）碳链异构。

由于　　　　不同，产生的异构现象。

如：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３与　　　　互为碳链异构。

（２）位置异构。

由于官能团在碳链中　　　　不同而产生的同分异构

现象，如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ＯＨ与　　　　。

（３）官能团异构。

分子式相同，但具有　　　　而产生的同分异构现象，

如ＣＨ３ＣＨ２ＯＨ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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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下列有机物中，互为同分异构体的是 （　　）

① ＣＨＣＨ３

ＣＨ


３

ＣＨ ２ ＣＨ ３ 　② ＣＣＨ３

ＣＨ


２ ＣＨ２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③ ＣＣＨ ２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２ 　④ Ｃ

ＣＨ２ＣＨ３

Ｃ（ＣＨ３）２ Ｈ

ＣＨ３

ＣＨ３

⑤ ＣＣＨ



２

ＣＨ


３

ＣＨ　ＣＨ ２ 　⑥

帒帒

ＣＣＨ 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Ａ．①② Ｂ．②④
Ｃ．②⑥ Ｄ．⑤⑥

探究点一、有机物分子结构的表示方法

种类 表示方法 实例

分子式
用元素符号表示物质的
分子组成

ＣＨ４、Ｃ３Ｈ６

最简式
（实验
式）

表示物质组成的各元素
原子的最简整数比

乙烯最简式为

ＣＨ２，Ｃ６Ｈ１２Ｏ６
最简式为ＣＨ２Ｏ

电子式
用小黑点或“×”号表示
原子最外层电子的成键
情况

Ｈ·
× Ｃ
×·

·×

Ｈ

Ｈ

×
·Ｈ

结
构
式

用短线“—”来表示１个
共价键，用“—”（单键）、

“ ”（双键）或“≡”（叁
键）将所有原子连接起来


Ｃ

Ｈ

 Ｈ　 Ｃ

Ｈ

Ｈ

结
构
简
式

①表示单键的“—”可以
省略，将与碳原子相连的
其他原子写在其旁边，在
右下角注明其个数

②表示碳碳双键、碳碳叁
键的 “ ”“≡”不能省略

③醛基（



Ｃ

Ｏ

Ｈ ）、羧

基（



Ｃ

Ｏ

ＯＨ ）可简化
成—ＣＨＯ、—ＣＯＯＨ

ＣＨ３ ＣＨ　ＣＨ２、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ＨＣ



Ｏ

ＣＯＯＨ

键
线
式

①进一步省去碳氢元素
的符号，只要求表示出碳
碳键以及与碳原子相连
的基团

②图式中的每个拐点和
终点均表示一个碳原子，

每个碳原子都形成四个
共价键，不足的用氢原子
补足

ＣＨ３ ＣＨ　 ＣＨＣＨＣＨ３

ＣＨ


３

可表示为：

续表

种类 表示方法 实例

球
棍
模
型

小球表示原子，短棍表示
价键

比
例
模
型

用不同体积的小球表示
不同原子的大小

　　例１　有机物的表示方法多种多样，下面是常用的有机

物的表示方法

師師

師師帪帪① ＣＯＯＨ 　② 　③ＣＨ４

④ 



Ｃ

Ｏ

ＣＨ

ＣＨ


３

Ｏ  　⑤

⑥

⑦ ＨＣ

Ｓ

Ｃ　Ｃ

Ｓ

ＣＨ

ＣＨ

Ｓ


ＣＨ

Ｓ

⑧ 　　⑨

⑩ ＣＨ




Ｈ

ＯＨ





Ｃ

Ｈ

ＯＨ





Ｃ

Ｈ

ＯＨ





Ｃ

Ｈ

ＯＨ





Ｃ

Ｈ

ＯＨ





Ｃ

Ｏ

Ｈ

（１）上述表示方法中属于结构简式的为　　　　；属于

结构式的为　　　　；属于键线式的为　　　　；属于比例

模型的为　　　　；属于球棍模型的为　　　　。

（２）写出⑨的分子式 　。

（３）写出瑏瑠的官能团的电子式　　　　、　　　　。

（４）②的分子式为　　　　，最简式为　　　　。

【解析】　①③④⑦是结构简式；②⑥⑨是键能式，所有

拐点和端点都有一个碳原子，碳原子不满足四个价键的由

氢原子补充；⑤是ＣＨ４ 的比例模型；⑧是正戊烷的球棍模

型；瑏瑠是葡萄糖的结构式，其官能团有—ＯＨ 和 



Ｃ

Ｏ

Ｈ ；

②的分子式为Ｃ６Ｈ１２，所以最简式为ＣＨ２。

【答案】　（１）①③④⑦　瑏瑠　②⑥⑨　⑤　⑧

（２）Ｃ１１Ｈ１８Ｏ２　（３）·Ｏ



Ｈ　

·Ｃ


Ｏ

Ｈ
（４）Ｃ６Ｈ１２　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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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下列各种结构都是表示乙醇分子的，其中不正确的是
（　　）

Ａ． ＯＨ Ｂ．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Ｃ． ＣＨ




Ｈ

Ｈ





Ｃ

Ｈ

Ｈ

 Ｏ Ｈ Ｄ．Ｃ２Ｈ５ＯＨ

探究点二、同分异构体的书写及数目判断
１．同分异构体的书写方法
（１）降碳对称法（适用于碳链异构）。
可总结为四句话：主链由长到短，支链由整到散，位置

由心到边，碳满四价。
下面以Ｃ７Ｈ１６为例，写出它的同分异构体：

①将分子写成直链形式：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３。

②从直链上去掉一个—ＣＨ３，依次连在剩余碳链中心对
称线一侧的各个碳原子上。甲基可连在２，３号碳上：

Ｃ
１

—Ｃ
２

—Ｃ
３

—Ｃ—Ｃ—Ｃ，根据碳链中心对称，将—ＣＨ３ 连
在对称轴的右侧就会与左侧连接方式重复。

③再从主链上去掉一个碳，可形成一个—ＣＨ２ＣＨ３ 或

两个—ＣＨ３，即主链变为：Ｃ
１

—Ｃ
２

—Ｃ
３

—Ｃ
４

—Ｃ
５

。当取代基为
—ＣＨ２ＣＨ３时，由对称关系只能接在３号碳上。当取代基为
两个甲基时，在主链上先定一个甲基，按照位置由近至远的
顺序依次移动另外一个甲基，注意不要重复。即两个甲基
可分别连接的碳原子号码是：２和２、２和３、２和４、３和３。

（２）取代法（适用于醇、卤代烃异构）。
先碳链异构，后位置异构。如书写分子式为Ｃ５Ｈ１２Ｏ的

醇的同分异构体，如图（图中数字即为—ＯＨ接入后的位置，
即这样的醇合计为８种）：

Ｃ
１

—Ｃ
２

—Ｃ
３

—Ｃ—Ｃ，Ｃ
４

Ｃ
５


Ｃ

Ｃ
６

Ｃ
７ ，


Ｃ

Ｃ

Ｃ
８


Ｃ

Ｃ 。

（３）插入法（适用于烯烃、炔烃、酯等）。
先根据给定的碳原子数写出烷烃的同分异构体的碳链

骨架，再将官能团插入碳链中。
如书写分子式为Ｃ４Ｈ８ 的烯烃的同分异构体（插入双键），

双键可分别在①②③号位置：Ｃ①Ｃ②Ｃ—Ｃ、Ｃ③　 Ｃ　Ｃ

Ｃ

２．同分异构体数目的判断方法
（１）基元法。
如丁基有４种同分异构体，则丁醇有４种同分异构体。
（２）替代法。
如二氯苯Ｃ６Ｈ４Ｃｌ２有３种同分异构体，四氯苯也有３种

同分异构体（将 Ｈ替代Ｃｌ）。
（３）对称法（又称等效氢法）。
等效氢法的判断可按下列三点进行：

①同一甲基上的氢原子是等效的；

②同一碳原子上所连甲基上的氢原子是等效的；

③处于对称位置上的氢原子是等效的。
（４）定一移二法。
对于二元取代物的同分异构体的判定，可固定一个取

代基位置，再移动另一取代基，以确定同分异构体数目。

３．书写同分异构体应注意的问题
（１）有序性，即从某一种形式开始排列，依次进行，防止

遗漏。
（２）等效性，即位置相同的碳原子上的氢被取代时得到

相同的物质。
例２　（２０１４·新课标全国Ⅰ）下列化合物中同分异构

体数目最少的是 （　　）

Ａ．戊烷 Ｂ．戊醇
Ｃ．戊烯 Ｄ．乙酸乙酯
【解析】　Ａ项，戊烷有三种同分异构体，Ｂ项，戊醇共有

８种同分异构体（醇类），Ｃ项，戊烯的同分异构体共有５种
（烯烃类），Ｄ项，乙酸乙酯的同分异构体６种（酯与羧酸类）。
可见同分异构体数目最少的是戊烷，选项Ａ正确。

【答案】　Ａ

２．（２０１２·沈阳高二检测）已知Ｃ４Ｈ９—有４种同分异构体，
不必写出Ｃ４Ｈ１０Ｏ的结构简式，试说明其作为醇的同分异
构体的数目 （　　）

Ａ．２种 Ｂ．４种
Ｃ．３种 Ｄ．５种
例３　（２０１４·课标全国Ⅱ）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師師

四联苯

的一氯代物有 （　　）

Ａ．３种 Ｂ．４种
Ｃ．５种 Ｄ．６种
解析　由四联苯的结构简式知，四联苯中的氢原子有５

种，故四联苯的一氯代物有５种，选Ｃ项。
【答案】　Ｃ

３．（２０１３·南京高二检测）下列物质的一氯取代物的同分异
构体数目相同的是 （　　）

ＣＣＨ



２

ＣＨ


２ＣＨ３

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ＣＨ３

ＣＨ


３

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３

　　　　　　①　　　　　　　　　

師師

師師帪帪

②
ＣＨ




師師

師師

３

ＣＨ


３

帨帨

師師

師師　　

ＣＨ


３

ＣＨ２ＣＨ ３

　　③　　　　　　④
Ａ．①② Ｂ．③④
Ｃ．②③ Ｄ．②④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课时作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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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有机化合物的命名

１．了解习惯命名法和系统命名法。

２．了解系统命名法的几个原则。

３．掌握烷烃、烯烃、炔烃及苯的同系物的命名。

知识点一、烷烃的命名
１．烃基
烃分子失去一个　　　　所剩余的原子团叫烃基。烷

烃失去一个　　　　剩余的原子团叫烷基，用Ｒ表示。比
如：甲烷分子失去一个氢原子后剩余的原子团“—ＣＨ３”叫

　　　　，乙烷分子失去一个氢原子后剩余的原子团
“—ＣＨ２ＣＨ３”叫　　　　。

２．烷烃的命名
（１）习惯命名法：
烷烃可以根据分子里所含碳原子数目来命名，碳原子

数后加“烷”字，就是简单烷烃的命名。




→

碳原子数

十个及以下
依次用甲、乙、丙、丁、戊、
已、庚、辛、壬、

 →

癸表示

相同时 　　用“正”“异”“新”

→

等来区别

十个以上 　用汉字表示

如Ｃ５Ｈ１２叫　　　　；如Ｃ１４Ｈ３０叫　　　　；如Ｃ５Ｈ１２的
同分异构体有３种，用习惯命名法分别为：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３　　　　、

ＣＨ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２ ＣＨ ３ 　　　　、 Ｃ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
（２）系统命名法：

①选取分子中　　　　的碳链为主链，按主链中

　　　　数目称作“某烷”；

②选主链中离支链　　　　的一端为起点，用　　　　
依次给主链上的各个碳原子编号定位，以确定支链在主链
中的位置；

③将　　　　的名称写在　　　　名称的前面，在支
链的前面用阿拉伯数字注明　　　　，并在数字与名称之
间用　　　　隔开；

④如果主链上有相同的支链，可以将支链合并，用

　　　　表示支链的个数；两个表示支链位置的阿拉伯数
字之间需用逗号隔开。

如 ＣＨ３ＣＨ

ＣＨ３

ＣＨＣＨ３

ＣＨ


２

ＣＨ


３

命名为　　，ＣＨ３ＣＨＣＨ２

Ｃ２Ｈ


５

ＣＨＣＨ３

ＣＨ


３

命

名为　　　。

１．将下列烷烃的结构与名称连起来。

①ＣＨ３（ＣＨ２）４ＣＨ３　　　　　　ａ辛烷

②ＣＨ３ＣＨ（ＣＨ３）２ ｂ已烷

③ＣＨ３（ＣＨ２）６ＣＨ３ ｃ异戊烷

④（ＣＨ３）２ＣＨＣＨ２ＣＨ３ ｄ异丁烷

知识点二、烯烃、炔烃的系统命名

１．选主链
将含有　　　　的最长碳链作为主链，称为“某烯”或

“某炔”。

２．编序号
从距离双键或叁键　　　　的一端给主链上的碳原子

依次编号定位。

３．写名称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出双键或叁键的位置，用“二”“三”

等表示双键或叁键的个数。

４．烯烃或炔烃命名的书写方法
取代基位置—取代基名称—官能团位置—某（主链碳

原子数）某（官能团个数）烯（炔）。

如 ＣＨ３ＣＨ

ＣＨ


３

Ｃ

ＣＨ


３

ＣＨ ２ 的名称为　　　　。

２．写出下列物质的结构简式或名称：

ＣＨ ２ ＣＨ２　　　　；ＣＨ≡Ｃ—ＣＨ３　　　　；

新戊烷　　　　；丙烯　　　　；乙苯　　　　。

知识点三、苯的同系物的命名
苯的同系物的命名是以苯作为母体，苯环上的支链作

为取代基。

１．习惯命名法
（１）苯的一元取代物的命名：将苯环侧链的烷基作为取

代基，称为“某苯

師師
師師

帩帩

”。

ＣＨ ３ 称为　　　　

師師
師師

帩帩

；

ＣＨ２ＣＨ ３ 称为　　　　。

（２）苯的二元取代物的命名：当苯分子中有两个氢原子
被取代后，取代基在苯环上有邻、间、对三种位置，取代基的
位置可分别用“邻”“间”和“对”表示。如二甲苯有三种同分
异构体

師師

師師帪帪

。

ＣＨ ３

ＣＨ

師師

師師帪帪３

ＣＨ


３

ＣＨ

師師
師師

帩帩
３

Ｈ３ Ｃ　 Ｃ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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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系统命名法（以二甲苯为例）

若将苯环上的６个碳原子编号，可以把某个甲基所在的

碳原子的位置编为１号，选取　　　　位次号给另一个甲基

编号

師師

師師帪帪

。

ＣＨ ３

ＣＨ
師師

師師帪帪３

ＣＨ


３

ＣＨ

師師
師師

帩帩
３

Ｈ３ Ｃ　 ＣＨ ３

　　　　 　　　　 　　　　

３．根据下列物质的结构简式，回答下列问题

師師
師師

帩帩

：

ＣＨ２ＣＨ 師師
師師

帩帩
３

ＣＨ


３

ＣＨ

師師
師師

帩帩

３

ＣＨ


３

ＣＨ 師師
師師

帩帩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１）四者之间的关系是　　　　。

（２）四者的名称依次为　　　　、　　　　、　　　　、

　　　　。

（３）四者苯环上的一氯代物分别有几种　　　　，　　　　，

　　　　，　　　　。

探究点一、烷烃的命名
命名口诀：

选主链

称某烷

编号位

定支链

取代基

写在前

标位置

短线连

不同基

简到繁


相同基

合并算

１．最长、最多定主链
（１）选择最长碳链作为主链。

应选含６个碳原子的碳链为主链，如虚线所示。

（２）当有几个不同的碳链时，选择含支链最多的一个作

为主链。如图所示，应选Ａ为主链。

２．编号位要遵循“近”“简”“小”的原则
（１）以离支链较近的主链一端为起点编号，即首先要考

虑“近”。

（２）有两个不同的支链，且分别处于距主链两端同近的

位置，则从较简单的支链一端开始编号。即同“近”时考虑
“简”。如

Ｃ
８

Ｈ３ Ｃ
７

Ｈ ２ Ｃ
６

 Ｈ

ＣＨ


２

ＣＨ


３

Ｃ
５

Ｈ ２ Ｃ
４

Ｈ ２ Ｃ
３

 Ｈ

ＣＨ


３

Ｃ
２

Ｈ ２ Ｃ
１

Ｈ ３

（３）若有两个相同的支链，且分别处于距主链两端同近

的位置，而中间还有其他支链，从主链的两个方向编号，可

得两种不同的编号系列，两系列中各位次和最小者即为正

确的编号，即同“近”、同“简”，考虑“小”。如

Ｃ
６

Ｈ３ Ｃ
５

 Ｈ

ＣＨ


３

Ｃ
４

Ｈ ２ Ｃ
３

 Ｈ

ＣＨ


３

Ｃ
２

 Ｈ

ＣＨ


３

Ｃ
１

Ｈ ３

３．写名称

按主链的碳原子数称为相应的某烷，在其前写出支链

的位号和名称。原则是：先简后繁，相同合并，位号指明。

阿拉伯数字之间用“，”相隔，汉字与阿拉伯数字之间用“－”连

接。如：

Ｃ
７

Ｈ３ Ｃ
６

 Ｈ

ＣＨ


３

Ｃ
５

Ｈ ２ Ｃ
４

 Ｈ

ＣＨ


３

Ｃ
３

 Ｈ

ＣＨ


２

ＣＨ


３

Ｃ
２

 Ｈ

ＣＨ


３

Ｃ
１

Ｈ ３

命名为：２，４，６－三甲基－３－乙基庚烷。

以２，３－二甲基己烷为例，对一般烷烃的系统命名可图

示如下：

４．烷烃命名“五注意”

（１）取代基的位号必须用阿拉伯数字“２，３，４，……”

表示；

（２）相同取代基合并，必须用中文数字“二、三、四……”

表示；

（３）位号２，３，４等相邻时，必须用“，”相隔（不能用“、”）；

（４）名称中阿拉伯数字与汉字相邻时，必须用短线“－”

隔开；

（５）若有多种取代基，不管其位号大小如何，都必须把

简单的写在前面，复杂的写在后面。

例１　将下列各烷烃用系统命名法命名。

（１）（ＣＨ３）２ＣＨＣ（ＣＨ３）２ＣＨ（Ｃ２Ｈ５）Ｃ（Ｃ２Ｈ５）２Ｃ（ＣＨ３）３
（２）（ＣＨ３）３ＣＣＨ（ＣＨ３）ＣＨ（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ＣＨ３）ＣＨ

（Ｃ２Ｈ５）２
【解析】　先将上述结构简式按照碳为四价原则展开为

带有短线的结构简式，以便于确定支链的类型及其在主链

上的位置。

（１）变形为：

Ｃ
７
Ｈ３ＣＨ

ＣＨ


３

６
Ｃ
５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４

Ｃ２Ｈ


５

Ｃ
３
Ｃ２Ｈ


５

Ｃ２Ｈ


５

Ｃ
２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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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其名称为：２，２，５，５，６－五甲基－３，３，４－三乙基庚烷。

（２）变形为：

　 Ｃ
１
Ｈ３Ｃ

２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３

ＣＨ
４

ＣＨ


３

ＣＨ ２

５
ＣＨ
６

ＣＨ


３

ＣＨ
７

ＣＨ


２ ＣＨ ３

ＣＨ ２

８
ＣＨ ３

９

其名称为：２，２，３，４，６－五甲基－７－乙基壬烷。

【答案】　（１）２，２，５，５，６－五甲基－３，３，４－三乙基庚烷

２，２，３，４，６－五甲基－７－乙基壬烷
【思路探究】　该类题的有机物结构表示方式不易观

察，可采用先转换成短线连接的结构简式，再进行命名。

１．对烷烃ＣＨ３ＣＨ（Ｃ２Ｈ５）ＣＨ（Ｃ２Ｈ５）ＣＨ（ＣＨ３）２ 的命名，正

确的是 （　　）

Ａ．２，３－二甲基－４－乙基戊烷

Ｂ．２－甲基－３，４－二乙基戊烷

Ｃ．２，４－二甲基－３－乙基己烷

Ｄ．２，５－二甲基－３－乙基己烷

探究点二、烯烃、炔烃的命名

１．命名步骤
（１）选主链。

将含碳碳双键或碳碳叁键的最长碳链作为主链，并按

主链中所含碳原子数称为“某烯”或“某炔”。

（２）编序号。

从距离双键或叁键最近的一端给主链上的碳原子依次

编号，使双键或叁键碳原子的编号为最小。如

（３）写名称

先用大写数字“二、三……”在烯或炔的名称前表示

双键或叁键的个数，然后在“某烯”或“某炔”前面用阿

拉伯数字表示出双键或叁键的位置（用双键或叁键碳

原子的最小编号表示），最后在前面写出支链的名称、

个数和位置。

以（２）中所列物质为例

２．与烷烃命名的不同点
（１）主链选择不同。

烷烃命名时要求选择分子结构中的所有碳链中的最长

碳链作为主链，而烯烃或炔烃要求选择含有碳碳双键或叁

键的最长碳链作为主链，也就是烯烃或炔烃选择的主链不

一定是分子中的最长碳链。

（２）编号定位不同。

编号时，烷烃要求离支链最近，即保证支链的位置尽可

能的小，而烯烃或炔烃要求离双键或叁键最近，保证双键或

叁键的位置最小。但如果两端离双键或叁键的位置相同，

则从距离取代基较近的一端开始编号。

（３）书写名称不同。

必须在“某烯”或“某炔”前标明双键或叁键的位置。

以 ＣＨ３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ＣＨ


２ ＣＨ ２ ＣＨ ３

 帒帒Ｃ　ＣＨ 为例，命名为：

４，５－二甲基－３－丙基－１－己炔。

例２　有机物 ＣＨＣＨ



２ ＣＨ

ＣＨ


３

ＣＨ ３ 的系统命名为　

　　　，将其在催化剂存在下与 Ｈ２ 完全加成，所得烷烃的

系统命名是　　　　。

（２）有机物 

帒帒

ＣＨＣＣＨ

Ｃ２Ｈ


５

ＣＨ ２ＣＨ

ＣＨ


３

ＣＨ（ＣＨ３） ２ 的

系统命名为　　　　，将其在催化剂存在下与 Ｈ２ 完全加

成，所得烷烃的系统命名是　　　　。

【解析】　（１）根据烯烃、炔烃的命名原则，选主链，编位

号，具体编号如下： Ｃ
２
ＨＣ

１
Ｈ



２ Ｃ
３
 Ｈ

ＣＨ


３

Ｃ
４
Ｈ ３
，

Ｃ
３
ＨＣ

２
Ｃ
１ 帒帒

Ｈ

Ｃ２Ｈ


５

Ｃ
４
Ｈ ２ Ｃ

５
 Ｈ

ＣＨ


３

Ｃ
６
 Ｈ

ＣＨ


３

Ｃ
７
Ｈ ３
，然后再确定支链

的位置，正确书写名称；当对烯烃、炔烃完全氢化后所得烷

烃进行命名时，要注意主链及编号的变化。

【答案】　（１）３－甲基－１－丁烯　２－甲基丁烷
（２）５，６－二甲基－３－乙基－１－庚炔　２，３－二甲基－５－乙基庚烷

２．（双选）某烃与氢气加成后得到２，２－二甲基丁烷，该烃的

名称可能是 （　　）

Ａ．３，３－二甲基－１－丁炔 Ｂ．２，２－二甲基－２－丁烯

Ｃ．２，２－二甲基－１－丁烯 Ｄ．３，３－二甲基－１－丁烯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课时作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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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识有机化合物

９　　　　

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第１课时　有机物的分离和提纯

１．初步了解研究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步骤。

２．初步学会分离、提纯有机物的常规方法。

知识点一、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基本步骤

分离、

提纯

元素定
→
量分析

测定相对
→
分子质量

→ 波谱分析

确定
↓


　　　
确定

↓


　　　确定
↓


　　　

１．（２０１２·宁波慈湖中学高二期中）有机物的天然提取和人

工合成往往得到的是混合物，假设给你一种这样的有机

混合物让你研究，一般采取的几个步骤是 （　　）

Ａ．分离、提纯→确定化学式→确定实验式→确定结构式

Ｂ．分离、提纯→确定实验式→确定化学式→确定结构式

Ｃ．分离、提纯→确定结构式→确定实验式→确定化学式

Ｄ．确定化学式→确定实验式→确定结构式→分离、提纯

知识点二、蒸馏

１．适用条件

蒸馏法是分离、提纯　　　　有机物的常用方法。

（１）该有机物　　　　较强。

（２）该有机物与杂质的　　　　（一般约　　　　）。

２．蒸馏装置与注意事项

（１）实验装置：

（２）注意事项：

①温度计水银球应处于　　　　。

②加碎瓷片的目的：　　　　。

③冷却水应从冷凝器的　　　　进水，　　　　出水。

２．欲用９６％的工业酒精制取无水乙醇时，可选用的方法是
（　　）

Ａ．加入无水ＣｕＳＯ４，再过滤

Ｂ．加入生石灰，再蒸馏

Ｃ．加入浓硫酸，再加热，蒸出乙醇

Ｄ．将９６％的乙醇溶液直接加热蒸馏出来

知识点三、重结晶

１．适用条件
（１）重结晶是提纯固态有机物的常用方法。

（２）杂质在所选溶剂中溶解度　　　　，易于除去。

（３）被提纯的有机物在所选溶剂中的溶解度受　　　　的

影响较大；该有机物在热溶液中的溶解度　　　　，冷溶液

中的溶解度　　　　，冷却后易于　　　　。

２．实验装置及步骤

３．在“苯甲酸的重结晶”实验中有如下操作，请在横线上填

上相应的文字将操作补充完整。

Ａ．在石棉网上加热，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Ｂ．将滤液静置，使其　　　　；

Ｃ．将１ｇ粗苯甲酸加入１００ｍＬ的烧杯中，再加入５０ｍＬ
蒸馏水；

Ｄ．用　　　　趁热将溶液过滤到另一１００ｍＬ的烧杯中；

Ｅ．全部溶解后再加入少量蒸馏水；

Ｆ．过滤得苯甲酸晶体。

回答下列问题：

（１）上述实验步骤的操作顺序为　　　　。

（２）操作Ｅ的目的是 　。

（３）操作Ｂ的温度　　　　（填“是”或“不是”）越低越好，

理由是 　。

知识点四、萃取

１．液—液萃取

利用溶质在两种　　　　的溶剂中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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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将溶质从一种溶剂转移到另一种溶剂的过程。

２．固—液萃取

用有机溶剂从　　　　中溶解出　　　　的过程。

３．操作要求

加入萃取剂后充分振荡，静置分层后，打

开分液漏斗活塞，下层液体从　　　　流出，

上层液体从　　　　倒出。

４．萃取剂的选择

选用萃取剂时要满足以下几点：

（１）萃取剂与原溶剂互不相溶；

（２）萃取剂与原溶质、溶剂均不发生化学反应；

（３）被萃取的物质在萃取剂中的溶解度远大于在原溶

剂中的溶解度。

４．下列各项操作，错误的是 （　　）

Ａ．用酒精萃取溴水中的溴单质的操作可选用分液漏斗，

而后静置分液

Ｂ．进行分液时，分液漏斗中的下层液体，从下口流出，上

层液体则从上口倒出

Ｃ．萃取、分液前需对分液漏斗进行检漏

Ｄ．将上面的塞子拿下，可以保证分液漏斗内的液体顺利

流出

探究点、物质的分离和提纯

１．物质的分离和提纯的目的
（１）物质的分离：把混合物中的各种物质逐一分开，得

到各纯净物，分开以后的各物质应该尽量减少损失，各组分

要尽量纯净。

（２）物质的提纯：将某物质中的杂质，采用物理或化学

方法除掉的过程，提纯也称除杂。它和分离的主要区别在

于除掉的杂质可以不进行恢复。

２．物质的性质与分离、提纯方法的选择
（１）根据物质的溶解性差异，可选用结晶、过滤的方法

将混合物分离。

（２）根据物质的沸点差异，可选用蒸馏的方法将互溶性

液体混合物分离。

（３）根据物质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性的差异，用萃取的

方法把溶质从溶解性小的溶剂中转移到溶解性较大的溶

剂中。

（４）根据混合物中各组分的性质可采用加热、调节ｐＨ、

加入适当的试剂等方法，使某种成分转化，再用物理方法分

离而除去。

（５）混合物的分离与提纯，重在理解物质的性质，并根

据性质考虑所采取的方法。一般应注意：

①先考虑是否能用物理方法分离与提纯，再考虑用化

学方法分离与提纯。

②认真分析被提纯物质的性质，选择的试剂应只和杂

质反应，而不与主要物质反应。

３．有机物分离、提纯的常用方法

方法 目的 主要仪器 实例

蒸馏

分离、提纯沸点

相差很大的液态

混合物

蒸馏烧瓶、

冷凝管
分离乙酸和乙醇

萃取

将有机物从一种

溶剂转移到另一

种溶剂

分液漏斗
用四氯化碳将碘水中

的碘提取出来

分液
分离互不相溶的

液态混合物
分液漏斗 分离汽油和水

重结晶

利用温度对溶解

度的影响提纯有

机物

烧杯、酒精

灯、 蒸 发

皿、漏斗

提纯苯甲酸

洗气
分离提纯气体混

合物
洗气瓶 除去甲烷中的乙烯

　　例１　（２０１４·新课标全国Ⅰ）乙酸异戊
酯是组成蜜蜂信息素的成分之一，具有香蕉
的香味，实验室制备乙酸异戊酯的反应装置
示意图和有关数据如下：

ＯＨ



Ｏ

＋
ＯＨ

浓 Ｈ２ＳＯ４
幑 幐帯帯帯帯

△



Ｏ


Ｏ
＋Ｈ２Ｏ

相对分

子质量
密度／（ｇ·ｃｍ－３） 沸点／℃ 水中溶解性

异戊醇 ８８　 ０．８１２　３　 １３１ 微溶

乙酸 ６０　 １．０４９　２　 １１８ 溶

乙酸异戊酯 １３０　 ０．８６７　０　 １４２ 难溶

　　实验步骤：

在Ａ中加入４．４ｇ的异戊醇、６．０ｇ的乙酸、数滴浓硫酸

和２片－３片碎瓷片，开始缓慢加热Ａ，加热５０分钟，反应

液冷却至室温后，倒入分液漏斗中，分别用少量水，饱和碳

酸氢钠溶液和水洗涤，分出的产物加入少量无水硫酸镁固

体，静置片刻，过滤除去硫酸镁固体，进行蒸馏纯化，收集

１４０℃－１４３℃馏分，得乙酸异戊酯３．９ｇ。回答下列问题：

（１）装置Ｂ的名称是　　　　。

（２）在洗涤操作中，第一次水洗的主要目的是　　　　；第

二次水洗的主要目的是　　　　。

（３）在洗涤、分液操作中，应充分振荡，然后静置，待分

层后　　　　（填选项字母）。

Ａ．直接将乙酸异戊酯从分液漏斗上口倒出

Ｂ．直接将乙酸异戊酯从分液漏斗下口放出

Ｃ．先将水层从分液漏斗的下口放出，再将乙酸异戊酯

从下口放出

Ｄ．先将水层从分液漏斗的下口放出，再将乙酸异戊酯











































































 从上口倒出



第一章　认识有机化合物

１１　　　

（４）本实验中加入过量乙酸的目的是 　。
（５）实验中加入少量无水硫酸镁的目的是 　。
（６）在蒸馏操作中，仪器选择及安装都正确的是　　　

（填标号）。

（７）本实验的产率是 （　　）

Ａ．３０％　　　　　　　　　Ｂ．４０％
Ｃ．５０％ Ｄ．６０％
（８）在进行蒸馏操作时，若从１３０℃开始收集馏分，产率

偏　　　　（填“高”或“低”），原因是 　。
【解析】　（１）由装置示意图可知装置Ｂ的名称是球形

冷凝管；（２）反应后的溶液要经过多次洗涤，在洗涤操作中，

第一次水洗的主要目的是除去大部分催化剂硫酸和未反应
的醋酸；用饱和碳酸氢钠溶液既可除去未洗净的醋酸，也可

以降低酯的溶解度；再第二次水洗，主要目的是产品上残留
的碳酸氢钠；（３）由于酯的密度比水小，二者互不相溶，因此
水在下层，酯在上层。分液时，要先将水层从分液漏斗的下
口放出，待到两层液体界面时关闭分液漏斗的活塞，再将乙
酸异戊酯从上口倒出。因此选项Ｄ正确。（４）酯化反应是
可逆反应，增大反应物的浓度可以使平衡正向移动。增加
一种反应物浓度，可使另一种反应物的转化率提高。因此
本实验中加入过量乙酸的目的是提高醇的转化率；（５）实验
中加入少量无水硫酸镁的目的是吸收酯表面少量的水分，

对其进行干燥。（６）在蒸馏操作中，温度计的水银球要在蒸
馏烧瓶的支管口附近。排除ａ、ｄ两项，而在ｃ项中使用的是
球形冷凝管，容易使产品滞留，不能全部收集到锥形瓶中，

因此仪器选择及安装都正确的是ｂ项。ｎ（乙酸）＝６．０ｇ÷
６０ｇ·ｍｏｌ＝０．１ｍｏｌ，ｎ（异戊醇）＝４．４ｇ÷８８ｇ·ｍｏｌ－１＝
０．０５ｍｏｌ；由于二者反应时是１∶１反应的，所以乙酸过量，

要按照醇来计算。ｎ（乙酸异戊酯）＝３．９ｇ÷１３０ｇ·ｍｏｌ－１

＝０．０３ｍｏｌ。所以本实验的产率是０．０３ｍｏｌ÷０．０５ｍｏｌ×
１００％＝６０％，选项 Ｄ正确。（８）在进行蒸馏操作时，若从

１３０℃开始收集馏分，此时的蒸气中含有醇，会收集少量的
未反应的异戊醇，因此产率偏高。

【答案】　（１）球形冷凝管
（２）洗掉大部分硫酸和醋酸　洗掉碳酸氢钠
（３）Ｄ　（４）提高醇的转化率　（５）干燥
（６）ｂ　（７）Ｄ
（８）高　会收集少量的未反应的异戊醇

检验能力的提高·见证水平的攀升

　　　　　　 完成课时作业（四












































）

第２课时　有机化合物分子式的确定

１．初步了解测定有机化合物元素含量、相对分子质量

的一般方法，并能根据其确定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式。

２．知道质谱法在测定有机物的元素组成、相对分子质

量中的重要作用。

３．能通过未知物的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氢谱确定未知

物的分子结构。

知识点一、元素分析与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１．元素分析
（１）定性分析。

用化学方法鉴定有机物分子的元素组成。如燃烧后Ｃ
生成　　　　，Ｈ生成　　　　，Ｃｌ生成　　　　。

（２）定量分析。

将一定量有机物燃烧并测定各产物的量，从而推算出

各组成元素的质量分数。

（３）李比希氧化产物吸收法确定有机物实验式。

①用ＣｕＯ作氧化剂将仅含Ｃ、Ｈ、Ｏ元素的有机物氧
化，产物　　　　用无水ＣａＣｌ２ 吸收，　　　　用 ＫＯＨ浓

溶液吸收。分别称出吸收剂吸收前后的质量，计算出

　　　　原子在分子中的含量，剩余的就是　　　　的

含量。

②数据处理：碳、氢、氧在有机物中的原子个数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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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元素分析只能确定有机分子的

实验式。

２．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质谱法
（１）原理：用高能电子流轰击样品分子，使分子失去电

子变成带　　　　的分子离子和碎片离子。分子离子和碎

片离子各自具有不同的　　　　，它们在磁场的作用下到

达检测器的时间因　　　　而先后有别，其结果被记录为

质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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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２）质荷比：分子离子、碎片离子的　　　　与其

　　　的比值。其中比值最大的为该有机物的　　　。

１．下图是某有机物 Ａ的质谱图，则 Ａ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

知识点二、分子结构的鉴定

１．鉴定方法

鉴定有机物分子结构的方法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

化学方法主要是通过特征反应来鉴别　　　　。鉴定有机

物分子结构的物理方法主要有质谱、紫外光谱、　　　　、

　　　　。

２．红外光谱

用红外线照射有机物时，分子中的化学键或官能团可

发生振动吸收，不同的化学键或官能团吸收频率不同，在红

外光谱上将处于不同的位置，从而可以获得分子中含有何

种　　　　或　　　　的信息。

３．核磁共振氢谱
（１）作用：

测定有机物分子中氢原子的　　　　和　　　　。

（２）原理：

处于不同化学环境中的氢原子在谱图上出现的　　　　，

而且吸收峰的面积与　　　　成正比。

２．某有机物Ｘ的分子式为Ｃ２Ｈ６Ｏ，其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

氢谱如下：

请确定Ｘ的结构简式 　。

探究点一、有机物分子式的确定

１．有机物组成元素的推断

一般来说，某有机物完全燃烧后，若产物只有ＣＯ２ 和

Ｈ２Ｏ，其组成元素可能为Ｃ、Ｈ或Ｃ、Ｈ、Ｏ。

欲判断该有机物是否含氧元素，首先应求出产物ＣＯ２
中碳元素的质量及 Ｈ２Ｏ中氢元素的质量，然后将Ｃ、Ｈ的质

量之和与原来有机物质量比较，若两者相等，则原有机物的

组成中不含氧元素；否则，原有机物的组成中含氧元素。

２．确定分子式的方法
（１）直接法。

有机物的密度（或相对密度）→摩尔质量→１ｍｏｌ有机

物中各原子的物质的量→分子式。

（２）最简式法。

各元素的质量分数→最简式 →
摩尔质量

分子式。

（３）余数法。

用烃的相对分子质量除以１４，看商数和余数。

Ｍｒ（ＣｘＨｙ）
Ｍｒ（ＣＨ２）

＝Ｍ１４＝Ａ
……

余２　为烷烃

除尽　为烯烃或环烷烃

差２　为炔烃或二烯烃

差６　

烅

烄

烆 为苯或苯的同系物

其中商数Ａ为烃中的碳原子数，此法适用于具有特定

通式的烃（如烷烃、烯烃、炔烃、苯、苯的同系物等）。

（４）化学方程式法。

利用有机反应中反应物、生成物之间“量”的关系求分

子式的方法。

在有机化学中，常利用有机物燃烧等方程式对分子式

进行求解。常用的化学方程式有：

ＣｘＨｙ＋（ｘ＋
ｙ
４
）Ｏ２ →

点燃
ｘＣＯ２＋ｙ２Ｈ２Ｏ

ＣｘＨｙＯｚ＋（ｘ＋
ｙ
４－

ｚ
２
）Ｏ２ →

点燃
ｘＣＯ２＋ｙ２Ｈ２Ｏ

例１　将有机物完全燃烧，生成ＣＯ２ 和 Ｈ２Ｏ。将１２ｇ
该有机物的完全燃烧产物通过浓 Ｈ２ＳＯ４，浓 Ｈ２ＳＯ４ 增重

１４．４ｇ，再通过碱石灰，碱石灰增重２６．４ｇ。则该有机物的

分子式为 （　　）

Ａ．Ｃ４Ｈ１０　　　　　　　Ｂ．Ｃ２Ｈ６Ｏ

Ｃ．Ｃ３Ｈ８Ｏ　 Ｄ．Ｃ２Ｈ４Ｏ２

【解析】　ｎ（Ｈ２Ｏ）＝
１４．４ｇ
１８ｇ／ｍｏｌ＝０．８ｍｏｌ

，

ｎ（ＣＯ２）＝
２６．４ｇ
４４ｇ／ｍｏｌ＝０．６ｍｏｌ

。

有机物中氧元素的物质的量为：

１２ｇ－０．６ｍｏｌ×１２ｇ／ｍｏｌ－０．８ｍｏｌ×２×１ｇ／ｍｏｌ
１６ｇ／ｍｏｌ ＝

０．２ｍｏｌ。

则ｎ（Ｃ）∶ｎ（Ｈ）∶ｎ（Ｏ）＝０．６∶（０．８×２）∶０．２＝３∶８

∶１。

故有机物的分子式为Ｃ３Ｈ８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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