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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伯学基础汤错赢归类
湖北陈世华(特级教师) 罗金东

纵观近三年高考模拟题和高考阅卷情况，

有机化学基础主要失分点有：(1)概念模糊或相

似概念易混淆；(2)化学用语不规范是失分重灾

区，如结构式、分子式、结构简式、键线式等混

淆，化学键连接错误，书写有机反应方程式漏掉

小分子或错写条件等；(3)结构、性质、条件之间

转化错位；(4)混淆官能团之间差异性等。归纳

起来，这些常见易错点主要有以下五大类：

误区一、有机物组成与结构

易错点1 缺乏统摄规律能力，无法找到

有机物排列规律，导致化学式推算错误。

例1 分析下表中各项的排布规律，按此

规律排布第26项的应为( )

1 2 3 4 5

C2H4 C2H6 C2H60 C2H。0z C3H6

6 7 8 9 10

C3H8 C3H80 C3H8Q C4H8 C4 H10

A．GHl6 B．GHl402

C．C8H18 D．C8H180

【错解剖析】如果不会运用数列知识重新分

组，可能错选B项或D项。

【解析】分析表格中有机物排序：烯、烷、醇、

酸，烯、烷、醇、酸，烯、烷⋯⋯每组4种有机物，

碳原子数相等。重新分组，将碳原子数相等的

有机物归于一组：

C2H。 C2H6 C2H60 C2H。02

C3H6 C3H8 C3H80 C3H8 02

C4H8 C4H10⋯⋯

第26项，排至第7组，组内排至第2位，即

第26项为烷烃，碳原子数等于组序数+1，故第

26项是辛烷(Ic8Hl。)。

【答案】C

@

感悟：根据有机物分子式排列顺序，结合数

列知识确定有机物分子式时，首先要分析有机

物类别并排序；其次，重新根据碳原子数分组；

最后，结合数列知识确定需要的分子式。

易错点2 混淆六元环和苯环，导致有机

物性质判断错误。

例2第30届奥运会在伦敦召开，杜绝使

用兴奋剂是国际社会共同的目标。兴奋剂甲与

足量氢气在镍、加热条件下生成乙，降压药丙与

足量氢气在镍、加热条件下生成丁。它们的结

构简式分别为：

H3 C—C—CH2

H3 C—CH—CH3

HOOC OH

H
OH

O

H11 (甲)

H11
(乙)

HOOC OH

H
OH

O

OH (丙)

oH

OH (丁)

OH

万方数据



试题类编

下列关于上述四种有机物的推断合理的是

( )

A．上述四种有机物都能与浓溴水、氢氧化

钠溶液发生反应

B．甲、乙相对分子质量相差12，丙、丁相对

分子质量相差8

C．等物质的量的乙、丁分别与足量钠反

应，产生的气体在相同条件下体积比为1：2

D．甲的分子式为C。。H。。O。，丁的官能团分

别为羟基、羧基和酯基

【错解剖析】本题易误认为乙和丁含有苯

环，错选A项。

【解析】由丙到丁知，羧基中碳氧双键、酯基

中碳氧双键都不能与氢气在催化剂、加热条件

下发生加成反应，A项错误；lmol甲与7mol氢

气加成生成]mol乙，相对分子质量相差14，B

项错误；乙、丁中羧基、羟基都能与钠反应产生

氢气，lmol乙含3mol羟基，lmol丁含5mol羟

基和Im01羧基，一OH～1／2H2，一COOH～

1／2Hz，C项正确；有机物分子中每个碳原子形

成4个共价键，甲的分子式为C2。H。。O。，D项

错误。

【答案】C

感悟：有机化学中，六元环有苯环、环己烷、

环醚、环酯等，结构不同、性质不同。只有羟基

直接连在苯环上的有机物具有酚类性质，能与

浓溴水发生取代反应，与氢氧化钠发生中和反

应。

易错点3 忽视有机物价键特点，导致有

机物立体结构判断错误。

例3萤火虫发光原理如下：

H
OOH

ATP
·_————'——---■⋯
荧光酶

HO 。g．．亟啪一光氧化荧光素 S—。

关于荧光素及氧化荧光素的叙述，正确的

是( )

A．互为同系物

B．均可发生硝化反应

C．均可与碳酸氢钠反应

D．均最多有7个碳原子共平面

【错解剖析】混淆有机分子中原子共面的

“最小”与“最多”含义，易错选D项。

【解析】本题考查有机物的结构与性质。荧

光素与氧化荧光素含有的官能团不完全相同，

不属于同系物，A项错误；两种有机物分子中均

含有苯环，都可发生硝化反应，B项正确；可以

与碳酸氢钠反应的官能团只有羧基，故氧化荧

光素不能与碳酸氢钠反应，C项错误；苯环直接

连接的原子一定共面，故荧光素和氧化荧光素

分子均最少有7个碳原子共面，D项错误。

【答案】B

感悟：判断有机分子中原子共面情况，可以

采用拆分法，将复杂的有机分子拆分成几个“部

件”，联系甲烷、乙烯、乙炔、苯分子的空间结构，

结合立体几何知识，转化成“点、线、面、体”之间

的关系。

易错点4 没有抓住有机物中碳四价原

则，导致分子式、模型与结构式转化错误。

例4扎那米韦(分子结构如下图)是治流

感的药物。

O

|I
H3 C—C—NH

CH，一OH

CH—OH

CH一0H

H

NH—C—NH，
||
NH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该物质的分子式为C，：H，。N。0，

B．该物质能使溴水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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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定条件下，该物质能发生消去反应

D．一定条件下，该物质能发生缩聚反应

【错解剖析】忽视有机物中碳原子形成四个

化学键，误判断有机物分子式。

【解析】本题考查有机物的结构简式与分子

式、性质等。—个扎那米韦分子含有12个碳、20

个氢、4个氮、7个氧，分子式为C1。H2。N(1，A项

错误；该有机物含有碳碳双键，能使溴水褪色，B

项正确；该有机物含有醇羟基，且与一OH相连

碳原子的邻位碳匕有氢原子，符合消去反应条件，

能发生消去反应，C项正确；该有机物含有醇羟

基、羧基、氨基，能发生缩聚反应生成聚酯或多肽，

D项正确。

【答案】A

感悟：有机物分子中每个原子形成共用电

子对数(共价键数目)与原子最外层电子数关系

是：8(或2)一原子最外层电子数一1个原子形

成共用电子对数(共价键数)，故该有机物的分

子中，碳、氮、氧、氢原子形成共价键数目依次为

4、3、2、1(it里，将三键视为三个化学键，双键视

为两个化学键)。

例5科学研究发现，多巴胺是一种重要

的中枢神经传导物质，也是用来帮助细胞传送

脉冲的化学物质，能影响人对事物的欢愉感受。

以硝基甲烷和香兰素等为原料合成多巴胺，某

同学设计的合成路线如下图所示。多巴胺球棍

模型(如下图所示)中不同小球代表不同元素的

原子，“短线”表示单键、双键或三键。分子中每

个原子最外层达到稳定结构。

CHo

长OH呱

豁呱

(香兰素)半

(A)旦M了Hz

CH2

国
OH

CH2N02

OCH3

(c)芋

cB，等文

(多巴胺)

CH2NH2

OCH3

(多巴胺球棍模型)

(1)多巴胺的分子式为——。上述5
种有机物都含有的官能团名称是——。

(2)上述流程中，不包括下列反应类型的是

A．消去反应 B．加成反应

C．还原反应 D．氧化反应

E．取代反应

(3)下列关于多巴胺性质的推断正确的是

①既能与盐酸反应，又能与氢氧化钠反应

②既能与溴水反应，又能与酸性高锰酸钾

溶液反应

③既能与碳酸钠反应，又能与碳酸氢钠反

应

④既能与氢气反应，又能与氧气反应

(4)写出A—M的化学方程式：——。
(5)写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香兰素的一

种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①能与碳酸氢钠溶液反应

②能与FeCl。溶液发生显色反应

③有5种不同化学环境的氢原子

NH2

(6)苯乙胺((》／＼V／ )是生物体中

重要的生物碱。写出用苯甲醇、硝基甲烷为原

万方数据



试题类编

料制备苯乙胺的合成路线流程图(无机试剂任

选)。合成路线流程图示例如下：

C4H50H祟cH2一cH2旦
CH2BrCH2Br

【错解剖析】本题如果不熟悉有机分子中下

列各种原子形成共价键数目，会导致球棍模型

与结构式转化错误。

原子 H C(Si) N(P) O(S) F(C1)

最外层电子数 l 4 5 6 7

共价键数目 1 4 3 2 1

多巴胺属于胺类，含有氨基(一NH。)，“胺”

和“氨”易错易混。

【解析】(1)从球棍模型并结合流程图推知，

多巴胺含碳、氢、氮、氧元素，分子含有一个苯

CH2CH2NH2

人
环．，其结构简式为k久 。流程图

、OH
OH

中，五种有机物所含共同的官能团是羟基(或酚

羟基)。

(2)根据流程图，反应①实质是

H—CHz NOz与一CHO发生加成反应生成

一CH(OH)CH2N02；反应③实质是M与

H。反应，比较A、B结构简式，发生变化的部位

是 一CH(OH)CH2N02 一? 一
一CHzCHzNO。，容易推知中间“?”为

一CH．一CHN02，则M的结构简式为

CH—-CHN0，

A

L久 ，反应④中B到C实质是

0CH。
0H

。

一N02一一NHz，反应条件：锌一汞+
HCl，氮元素由+3价降至一3价，被还原，发生

了还原反应。反应⑤实质是一OCH。一
一OH，发生取代反应，断裂碳氧键，形成氢

氧键。

综上分析知，上述流程从左至右，反应类型

依次为加成、消去、加成、还原、取代。

(3)多巴胺含有酚羟基和氨基，还有苯环。

氨基是碱基，能与氯化氢反应；酚羟基能与氢氧

化钠、碳酸钠溶液反应，但是酚的酸性比碳酸的

弱，它不能与碳酸氢钠反应。酚能被氧气、高锰

酸钾等氧化剂氧化，芳香族化合物都能在一定

条件下与氢气发生加成反应。

(4)由M与氢气反应生成B，逆推：A到M

发生消去反应，另一产物为水。

(5)香兰素的同分异构体含5种氢原子，能

与碳酸氢钠反应，说明它含有羧基(一C00H)；

能与氯化铁溶液发生显色反应，说明它含有酚

羟基；一COOH和一OH上含有2种氢原子。

侧链必含有一CH。一，已有3种氢原子，还有2

种氢原子必在苯环上。所以，该同分异构体含

有羧基、酚羟基，只有2个取代基，且位于苯环

对位，使苯环上只有2种氢原子。

(6)受上述流程图启示，步骤①：苯甲醇催

化氧化(氧气／铜，加热)成苯甲醛；步骤②：苯甲

醛与硝基甲烷反应、；步骤③：消去反应，脱去水；

步骤④：催化加成；步骤⑤：锌一汞／氯化氢共同

作用下硝基被还原成氨基。

【答案】(1)CsH。。02N羟基

(2)D

(3)①②④

Ho—CHCH2 N02

，．、 A 浓硫酸
(4) k玖!A骂＼∥气

oT H"OCH。OH
。

CH—CHN02

／k
以 +H20

OCH。
OH

。

(5)Ho≮卜cH2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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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cH2N02
NHz

旦囟 等∥
感悟：推断有机物结构的两种重要方法：

(1)价键法。根据球棍模型、键线式结构、结构

简式等推断有机物结构式，要抓住碳、氮、氧、氢

等原子形成的共价键数。对于球棍模型，从原

子形成共价键数目可以判断原子种类，如碳、

氮、氧、氢形成共价键数目分别为4、3、2、1，直

接观察图示，对号入座。值得注意的是，碳碳之

间可能存在双键、三键，碳氧之间存在双键，而

往往只用一根“短棍”表示化学键，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作出判断。对于键线式结构，往往省略

了氢原子，用点表示碳原子，一个拐点就表示一

个碳原子。键线式结构转化成分子式时，先补

齐氢原子，然后，分别数清各原子数目；有机化

合物中元素排列顺序有一定规律，一般按碳、

氢、氧、氮(或氯)等顺序排列。(2)对照法(或比

较法)：对照反应物和产物结构，从化学键变化

角度判断反应类型和反应条件或另一种产物结

构；也可以对照产物和反应条件判断反应物结

构；还可以对照最终产物和最初反应物，分析中

间产物变化。有机物转化大多数是官能团变

化，碳干往往没有变化。用比较法观察哪个部

位发生了变化，由什么官能团变成什么官能团，

暗示了什么反应等。

误区二、有机物命名

易错点1 忽视系统命名法中最小规则，

导致有机物命名错误。

例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按系统

CH(CH3)2

命名法，化合物

CH3CH2 CHCH2CH2 CH(CH3)2

2，6一二甲基一5一乙基庚烷

的名称为

B．丙氨酸和苯丙氨酸脱水，最多可生成3

种二肽

D．三硝酸甘油酯的分子式为C3 HsN。O。

【错解剖析】本题如果忽视系统命名法规

则，取代基位次之和不是最小会导致易错选A

项。．

【解析】系统命名法中取代基尽量取位次

值之和最小，化合物的名称应为2，6一二甲基

--3一乙基庚烷，A项错误；丙氨酸与丙氨酸、

苯丙氨酸与苯丙氨酸各形成1种二肽，而丙氨

酸与苯丙氨酸形成2种二肽，共形成4种二

肽，B项错误；苯的同系物只含一个苯环，分子

式相差若干个“CHz”，而该化合物含有多个苯

环，不是苯的同系物，C项错误；

HOCH2CH(0H)CH20H(甘油)与硝酸发生

酯化反应生成三硝酸甘油酯

02NOCH2CH(ON02)CH20NOz，D项正确。

【答案】D

感悟：在系统命名法中，如果有两种选择主

链方法，应以取代基最简单的一种为准；如果有

两种编号方式，应以取代基位次之和最小的一

种为准。在烷烃命名中，主要取代基有甲基、乙

基、正丙基、异丙基等。在有关概念判断中，要

区别苯的同系物、芳香烃、芳香族化合物。苯的

同系物指烷烃分子中一个氢原子被一个苯环取

代，通式符合GH。。一。(72≥6)；含苯环的烃为芳

香烃，可以是一个苯环、二个苯环和多种苯环；

而芳香族化合物指含苯环的有机物，如苯甲醇、

对苯二甲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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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点2 混淆系统命名法和习惯命名

法。

例2下列各组有机物中，互为同系物的

是( )

A．乙烷与己烷

B．新戊烷与2，2一二甲基丙烷

C．乙酸甲酯与甲酸乙酯

D．乙二醇和丙三醇

【错解剖析】本题易错选B项，错因是仅根

据“戊”和“丙”判断其化学式不同。

【解析】A项，乙烷与己烷都是烷烃，符合同

系物概念，正确；B项，新戊烷与2，2一二甲基

丙烷是同一种物质，错误；C项，乙酸甲酯和甲

酸乙酯互为同分异构体，错误；D项，乙二醇与

丙三醇属于同一类物质，它们官能团数目不同，

分子式相差不是若干个“CH：”，错误。

【答案】A

感悟：习惯命名法只能命名一些简单的有

机物，对于复杂的有机物采用系统命名法，因

此，部分有机物有两个名称。例如，

OH

CH。一CH—CH。名称为2一丙醇或异丙醇。

误区三、有机物的官能团与性质

易错点1 忽视有机物溶解性，导致错误

选择有机混合物分离方法。

例l 下列有机化合物中均含有酸性杂

质，除去这些杂质的方法中正确的是( )

A．苯中含苯酚杂质：加入溴水，过滤

B．乙醇中含乙酸杂质：加人碳酸钠溶液洗

涤，分液

C．乙醛中含乙酸杂质：加人氢氧化钠溶液

洗涤，分液

D．乙酸丁酯中含乙酸杂质：加入碳酸钠溶

液洗涤，分液

【错解剖析】忽视三溴苯酚溶于苯，错选A

项；忽视乙醇、乙醛易溶于水，错选B或C项。

【解析】苯酚与溴反应生成的三溴苯酚溶于

苯中，溴溶于苯中，难分离；正确操作是加入氢

氧化钠溶液，分液得到苯，A项不正确。乙酸与

碳酸钠反应生成乙酸钠，乙酸钠与乙醇溶液不

分层，不能分液；正确操作是加人碳酸钠溶液或

氢氧化钠溶液，蒸馏得到乙醇，B项不正确。乙

酸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的乙酸钠溶于水，而乙

醛也易溶于水，不分层，无法用分液操作分离乙

醛与乙酸；正确操作是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蒸馏

得到乙醛，C项不正确。乙酸与碳酸钠反应，而

乙酸丁酯在碳酸钠溶液中溶解度很小，液体分

层，可以用分液操作分离乙酸丁酯与乙酸，D项

正确。

【答案】D

感悟：对于有机物的分离提纯，常根据物质

溶解性、沸点等操作，一般选择蒸馏、分液、萃取

等；能用简单方法分离的不宜选择操作复杂的

方法。例如，乙酸乙酯与碳酸钠溶液的混合物，

用分液法提纯乙酸乙酯，而不用蒸馏法。

易错点2 混淆有机物官能团，导致错误

判断有机物性质。

例2 下列与有机物的结构、性质有关的

叙述正确的是( )

A．苯、油脂均不能使酸性KMnO。溶液

褪色

B．甲烷和C1z的反应与乙烯和Brz的反应

属于同一类型的反应

C．葡萄糖、果糖的分子式均为C。H。。06，

二者互为同分异构体

D．乙醇、乙酸均能与钠反应放出H。，二者

分子中官能团相同

踹剖析】混淆油与脂的官能团，错选A
项；忽视烷烃和烯烃结构差异，错选B项；机械理

解“官能团”决定有机物主要化学性质，错选D项。

【解析】油脂中含有不饱和键，能使酸性高

锰酸钾溶液褪色，故A项错；甲烷和氯气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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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取代反应，而乙烯与Br。的反应属于加成

反应，故B项错；乙醇中的官能团是羟基，而乙

酸中的官能团是羧基，故D项错。

【答案】C

感悟：官能团相同，有机物化学性质相似；

但是，化学性质相似，不一定官能团相同。例

如，酚羟基、醇羟基、羧基、酯、卤代烃都能与氢

氧化钠溶液反应；醛类、甲酸盐或甲酸酯都能发

生银镜反应。

例3 过量的下列溶液与水杨酸

COOH
OH

彦＼／
([If )反应能得到化学式为C7 H；O。Na、y

的是( )

A．NaHC03溶液 B．Na2C03溶液

C．NaOH溶液D．NaCl溶液

【错解剖析】忽视酚羟基能与碳酸钠反应，

易错选B项。

【解析】水杨酸分子中含有羧基和酚羟基，

而羧基的酸性比酚羟基的酸性强，由产物知，水

杨酸分子中只有1个氢被中和，只能是中和羧

基，酚羟基不反应。因为碳酸的酸性比酚的酸

性强，羧基与碳酸氢钠反应，酚羟基不与碳酸氢

钠反应，A项正确；酚电离H+能力比HCO；-电

离H+能力强，故羧基和酚羟基都能与碳酸钠

溶液反应，B项不正确；氢氧化钠能中和酚羟基

和羧基，C项不正确；氯化钠溶液与水杨酸不反

应，D项不正确。

【答案】A

感悟：中学易混淆的官能团有：(1)醇酯基

与酚酯基，(2)羧基、醇羟基和酚羟基，(3)醛基

与羰基等。

易错点3 忽视官能团之间干扰，导致有

机物检验方法出现错误。

例4对于有机物HOCHzCOOH，下列检

验该物质含有醇羟基的方法正确的是( )

o

A．取样品，加入钠，若产生气泡，则说明该

物质含有醇羟基

B．取样品，加入紫色石蕊溶液，若溶液变

红色，则说明该物质含有醇羟基

C．取样品，加人碳酸氢钠溶液，若产生气

泡，则说明该物质含有醇羟基

D．取样品，加人乙酸和浓硫酸，加热若有

果香味油状液体产生，则该物质含有醇羟基

【错解剖析】本题易忽视醇与羧酸都能与钠

反应产生气泡，错选A项。

【解析】醇羟基和羧基都能与钠发生置换反

应，且羧基能与碳酸氢钠反应产生气泡，醇羟基

在浓硫酸作用下与羧酸发生酯化反应。通过果

香味油状酯可证明该有机物含有醇羟基。

【答案】D

感悟：检验该有机物也不能用下列方法：取

样品，加入足量碳酸氢钠溶液，在反应后的溶液

中加入钠。因为引入水，水和醇都能与钠反应

产生气泡，不能说明该物质一定含有醇羟基。

误区四、有机反应类型与反应条件

易错点1 忽视有机反应类型的断键规

律，导致错误判断有机反应类型。

， 例71 下列各组反应中，甲和乙反应类型

相同的是( )

田 乙

乙烯在一定条件下与水 乙醇在铜、加热条件下与
A

反应生成乙醇 氧气反应

对苯二甲酸与乙二醇在
苯乙烯和丙烯在一定条

B 件下按比例混合制备高
一定条件下制备涤纶

聚物

油脂在KOH溶液、加热 苯与液溴在铁粉作用下
C

条件下发生皂化反应 生成溴苯

BrCH2 CH2 Br+2Na0H CH2一CH2 +HCN

D—+HOCH2 CH2 0H+ 罢CH。cH2cN2NaBr

【错解剖析】本题易忽视缩聚反应和加聚反

应断键规律及特点，错选B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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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项，甲：CH2：CH：+H：O

掣cH。cH。oH，属于加成反应；乙：
凸

2CH。cH2OH+O：堡婴2CH。CHO+2H2 O，
厶

属于氧化反应。B项，甲：对苯二甲酸与乙二醇

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酯化反应生成聚酯和水，属

于缩聚反应；乙：苯乙烯和丙烯制备高聚物，只

有一种产物，属于加聚反应。C项，甲：油脂属

于酯类，在碱中发生水解反应(也是取代反应)

生成高级脂肪酸钾和甘油；乙：苯与液溴发生卤

代反应生成溴苯和溴化氢，属于取代反应。D

项，甲：有机物中溴原子被OH一取代生成醇，属

于水解反应，也是取代反应；乙：根据反应式知，

乙烯断裂碳碳双键，一个碳与H形成单键，另

一个碳与CN一中碳形成单键，饱和度增大，属

于加成反应。

【答案】C

感悟：加成反应、加聚反应的产物都是一

种，原子利用率为100％；缩聚反应产物除高分

子化合物外，还有小分子，原子利用率小于

100％。加聚和缩聚的共同点是产物都有高聚

物生成。

易错点2混淆醇消去和卤代烃消去反应

产物，错选有机反应条件。

例2塑化剂中最常见的为邻苯二甲酸二

(2一乙基己基)酯，简称DOP或DEHP，可用

乙醛与邻苯二甲酸酸酐分步合成制得，合成路

线如下图。

(1) 2CH3CHO≠≥
W

CH3CH(OH)CH2CHO 半
W

CH3CH：CHCH瞄CH3 CH2CH2CHO

(2) 2CH3cH2cH2CHO。{≥
吲

CH。CH2CH2CH—C(C2H。)CHO(2一乙基一
龠

2 一 己 烯 醛 )』与

CH。CH2CH2CH2CH(C2H5)CH20H(2一乙基

一1一己醇)

(3)利用邻苯二甲酸酸酐与2一乙基一1一

己醇合成DEHP

O
0
C

《义≥。(邻苯二甲酸酸酐)+2
C

||
O

＼

讣儿叫孚

义y㈣㈣Ⅷ。。
／弋＼、’一‘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合成过程涉及加成、消去、酯化、聚合等

类型的有机反应

B．步骤(1)中反应②发生的条件是在

NaOH／醇溶液中加热，反应类型是消去反应

C．步骤(1)(2)连续操作时，③、⑤消耗Hz

物质的量相等

D．⑥反应方程式中产物HzO系数z一2，

及时除去⑥中反应釜内的水可提高DEHP

产率

【错解剖析】混淆卤代烃和醇发生消去反应

条件的选择依据，易误认为醇发生消去反应的

条件是强碱的醇溶液和加热，错选B项。

【解析】A项，上述流程中，步骤(1)涉及反

应为CH。CHO+CH。CHO』墼
CH。CH(OH)CH2CHO，断裂碳氧双键，形成

碳氢键、碳碳单键，发生加成反应；

CH3CH(OH)CH2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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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CH—CHCHO+H2 O，属于醇消去反

应； CH。cH—cHcHo + H： 掣
△

CH。CH2CH2CHO(选择性加成反应)。步骤

(2)发生类似步骤(1)的反应：加成、消去、加成

反应。步骤(3)发生酯化反应，没有聚合反应

(加聚和缩聚反应)，A项错误。B项，步骤(1)

的②反应是醇消去反应，条件是浓硫酸／加热，

B项错误。G项，步骤(1)和(2)连续操作时，碳

原子守恒，即2mol CH3CH_一CH—CHO生

成1mol2一乙基一1一己醇，而③中选择性加

成，只有碳碳双键与氢气加成，2mol

CH3CH—CH—CHO消耗2mol氢气。而2

一乙基一2一己烯醛中碳碳双键和醛基都与氢

气加成，lm012一乙基一2一己烯醛消耗2mol

氢气，C项正确。D项，根据原子守恒知，z一1，

D项错误。

【答案】C

感悟：醇消去生成水和烯烃，是在浓硫酸、

加热条件下，原理为浓硫酸吸水，促进化学平衡

向生成烯的方向进行；卤代烃消去生成烯烃和

卤化氢，是在NaOH醇溶液中，原理为氢氧化

钠中和卤化氢，促进反应向生成烯烃的方向进

行。即可以从平衡移动角度理解醇和卤代烃发

生消去反应的条件。

易错点3漏掉加成反应方式，导致同分

异构体判断错误。

例3现有一月桂烯的结构如右 ll

图所示，一分子该物质与两分子溴发／、
生加成反应的产物(只考虑位置异 ＼h”

构)理论上最多有( ) ／＼

A．2种 B．3种

C．4种 D．6种

【错解剖析】本题易漏掉二烯烃能发生1，4

～加成，导致漏掉一种加成产物，错选B项。

【解析】本题考查烯烃加成反应且加成位置

与同分异构体的关系。双键上碳原子编号如下

图所示： d，1分子有机物加2分子Br2，
C

产物还有1个碳碳双键。加成方式有四种：

①ab+cd(1，2加成) ②ab+ef(1，2加

成)③ab(1，2加成)+of(1，4加成)④ef+

cd(1，2加成)

【答案】C

易错点4忽视同一反应条件可能发生多

种反应，导致推断有机物结构错误。

例4芳香烃衍生物A的苯环上只有两个

取代基。A在氧气中燃烧只生成二氧化碳和

水，A的转化关系如下图所示。E的组成为

(C9H80z)。，H的分子式为C。sHl6 06，I中含有

1个苯环和1个六元环。

(1)A的结构简式为——，B、D、H含
共同官能团的名称是——。

(2)上述转化中，单键变双键的反应有

——(填序号)，有机物转化中，反应条件“浓
硫酸、加热”暗示发生的反应类型有 。

(3)反应⑤的条件是——，写出反应⑦
的化学方程式：——。

(4)A的同分异构体X，符合下列条件：

a．X的苯环上有两个取代基，在核磁共振氢谱

图中有5个信号；b．既能与氯化铁溶液发生显

色反应，又能发生水解反应，但不能与银氨溶液

反应。符合条件的X有——种，其中在等
物质的量时消耗氢氧化钠量最多的一种同分异

构体的结构简式为——。
【错解剖析】本题涉及条件“浓硫酸、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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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认为这是“酯化反应条件”，忽视也是“醇消去

反应条件”，导致错误推断有机物组成。

【解析】根据A燃烧产物知，A不含碳、氢、

氧之外的元素。A到G转化中，碳原子数不

变，由H分子式知，A含有9个碳原子，A能发

生催化氧化，说明A含有伯醇羟基，又因为1

分子含有两个六元环，结合反应条件“浓硫酸、

加热”知，I含一个六元酯环。A的结构简式为

f证cHzcH20H，A催化氧化生成醛(F)，COOH≮少一 “。r串～飘～，工肌旺“¨

醛与新制氢氧化铜反应生成羧酸(G)；A在浓

硫酸、加热条件下发生分子内酯化生成环酯

(I)；A在浓硫酸、加热条件下发生消去反应生

成D；D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加聚反应生成E(高

分子化合物)，B在氢氧化钠醇溶液、加热条件

下发生消去反应生成C，C在强酸作用下生成

D。其结构简式如下所示：

CH2 CH2Br CH=CH2

颐一 颐
。

CO()H COONa

(B) (C)

CHiCH2

颐
C00H

(D)

CH，CHO

颐
COOH

(F)

(E)

CH2C00H

COOH

(G)

O

(I)

A、G分子式分别为C9H，。O。、C9H。O。，A

和G在浓硫酸、加热条件下酯化生成H，由H

分子式知，C9 Hlo 03+C9 H8 04—，C18 H16 06

(H)+H。O，H分子中含两个羧基、一个酯基。

依题意，X含有酚羟基、酯基，不含醛基，即不会

是甲酸酯。两个取代基为一OH+

一00CCH2CH3、 一0H +

一COOCH2CH3、 一OH +

一CH2COOCH3、 一OH +

一CH：OOCCH。，共4种。由于取代基上有

3种氢原子，苯环上必有2种氢原子，即2个不

相同的取代基位于苯环的对位。等物质的量的

酯基相比，酚酯基消耗氢氧化钠的量最多。

【答案】(1)《正罢吕凄≯20H羧基
(2)①⑤⑧消去反应、取代反应(或酯化

反应)

(3)氢氧化钠醇溶液，加热

CH—CH2

颐』堑
。士

H

CooH

(4)4

0

瓜 』
Ho—<>一O—c～cH2cH3

、==_

感悟：对于合成高分子化合物，要辨析“加

聚反应”和“缩聚反应”：加聚反应指含碳碳双键

的有机物在一定条件下加成聚合生成高分子化

合物，产物只有高分子化合物，原子利用率为

100％；缩聚反应指含羧基、羟基或羧基、氨基的

有机物在一定条件下生成聚酯或多肽，另一种

产物是小分子水，原子利用率小于100％。

误区五、信息加工与综合推断

易错点缺乏信息处理能力，不能正确推

算有机物分子式和结构简式。

例题X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以X为

原料衍生出部分化工产品的反应如下(部分反

应条件已略去)：已知气体X在标准状况下密

度为1．259／L，X在氧气中完全燃烧生成二氧

化碳和水的质量比为22：9。A的摩尔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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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mol，能与钠反应产生气体；E分子中碳、

氢、氧原子个数比为1：3：1，1molE与足量钠

反应在标准状况下产生22．4L气体。

请回答下列问题：

(1)上述流程中，属于同类有机物的有

——(用字母代号表示，写一组)。
(2)足量的B和E反应生成F的化学方程

式为——。
(3)C有多种同分异构体，其中既能发生银

镜反应又能与钠反应产生气体的有机物的结构

简式为——。(写一种) ’

(4)某同学设计X制E的途径如下图所

示：

量气．石燕乳

①已知D分子只有一种氢原子，D的同分

异构体名称为——。
②写出途径Ⅲ的化学方程式：——。
③上述流程中，原子利用率为100％(理想

的原子经济性反应)的反应有——(填序
号)。

(5)根据上述涉及的有机物X、A、B、C、D、

E、F，回答下列问题：

①等物质的量的纯有机物完全燃烧，消耗

氧气量相等的有——。
②取Wg纯有机物在纯氧气中完全燃烧，

将生成的产物全部通人足量的过氧化钠粉末

中，完全吸收，固体净增质量等于Wg的有

(填字母序号)。

【错解剖析】本题数据多，框图没有明显信

息，只有通过数据计算确定有机物相对分子质

量。本题主要易错点有：(1)缺乏数据处理能

力，不能正确运用题目给出的数据，就无法确定

@

有机物分子式；(2)中学教材没有重点介绍环氧

烷烃，不能根据题目信息推知D为环氧乙烷，

导致障碍点无法突破；(3)在书写多酯化学方程

式时，易漏掉水或水的数目。

【解析】根据题目提供信息确定各物质组

成：M(X)一22．4L／tool×1．259／L----289／mol，

X燃烧产物中咒(H20)：规(C02)一0．5mol：

0．5mol=1：1，N(C)：N(H)一1：2，X的最

简式(实验式)为CH：，设X分子式为(CH。)。，

14z一28，z一2，X分子式为C2H。；A能与钠反

应，说明含有一OH，46—17—29，残基为

一CH2CH。，知A为乙醇；B能与A在浓硫

酸作用下反应，说明B为乙酸，不是乙醛。根

据1mol E与足量钠反应生成lmolH：知，1个

E分子含2个一OH。根据E中碳、氢、氧原

子个数比知，分子式为C2 H。O：，它是

HOCH。CHz0H(乙二醇)。依次推知，C为乙

酸乙酯；D分子只有一种氢原子，它是环氧乙

烷，F为二乙酸乙二酯。同类有机物指官能团

相同的有机物，如醇类、酯类等。乙烯在银、02

催化作用下发生加成反应生成D，D与水发生

加成反应生成乙二醇。(1)同类有机物指官能

团相同的有机物，但官能团数目不一定相等，同

系物必须要求官能团数目相同，分子式只相差

若干个“CH。”，注意“同类有机物”与“同系物”

二者差异。(2)书写酯化反应时，注意“量”的问

题，本题可以考虑乙酸为足量，生成二元酯；水

分子或水分子的化学计量数易错写。(3)羧酸

与羟基醛、羟基酮互为同分异构体，根据性质推

断有机物结构式。(4)乙烯与氧气在银等催化

剂作用下生成环氧乙烷，环氧乙烷与乙醛互为

同分异构体。过氧化氢可以看成是

Ho一0H，断裂氧氧键，羟基与碳碳双键发

生加成反应。只有一种产物的反应是理想的绿

色化学反应，原子利用率为100％。
Ao

2 CH2一CH2+02二孓2CH2一CH2
＼／
o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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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kCH2+H2O—CH2--CH2
＼／
O 6H 6H

(5)根据含碳、氢、氧有机物完全燃烧生成二氧

化碳和水，若有机物组成改写成

M·mC02·nH20和N·zC02·yH2 0，E匕较

等物质的量有机物完全燃烧消耗氧气的量，只

需要比较等物质的量M和N完全燃烧消耗氧

的气量。从上边有机物分子式改写结果看，等

物质的量的有机物完全燃烧，消耗氧气量相等

的有机物有两组：A和X、D和E；二氧化碳和

水蒸气与过氧化钠反应：2COz+2NazOz一
2Na2C03+02，2H20+2Na202—4NaOH+
0。，过氧化钠固体净增质量相当于“CO、H：”总

质量，即有机物化学式改写成“mCO·nHz”，其

完全燃烧，将产物全部被过氧化钠吸收，固体净

增质量等于有机物质量，上述有机物符合要求

的有B、E。

【答案】(1)A和E(或C和F)

(2)2CH3 COOH+HOCH2 CH2 OH

等cH3COOCH2cH200CCH3+2H20
(3)HOCH2CH2CH2CHO

(4)①乙醛 ②CH2一CH2+H2 02

j塑HocH2cH20H Ⅱ、Ⅲ、Ⅳ

(5)①A和X、D和E②B、E

感悟：推断分子式的流程：

(1)推断元素种类：一般可以根据反应产物

推断。如燃烧产物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则有机

物一定含有碳、氢元素，可能含氧元素；根据产

物中二氧化碳和水中氧元素质量总和与消耗氧

气质量相比，判断有机物是否含有氧元素。也

可以根据产物中碳、氢元素质量总和与有机物

质量相比，若有机物质量与碳、氢元素质量总和

相等，则有机物只含碳、氢；若有机物质量大于

碳、氢元素质量总和，则一定含有氧元素。若产

物有二氧化氮、氯化氢等，说明有机物含有氮、

氯元素等。

(2)计算相对分子质量：计算相对分子质量

的方法有多种，常见的有：①根据密度计算，取

1mol气体，根据气体摩尔体积计算气体摩尔质

量，如标准状况下气体密度为ID，相对分子质量

为Mr=22．40。②根据质量计算，利用摩尔质

量数值等于相对分子质量，Mr=瓮。③根据
．[一丌

^／r相对密度计算，如赢一D，Mr一2D。
(3)计算实验式(最简式)：①根据产物质量

或体积确定，先计算一定量产物中某元素质量

和物质的量，然后求出组成有机物的原子个数

之比，如碳、氢、氧原子个数之比；②根据质量分
r 0／

数计算，如N(c)：N(O)：N(H)一酱：
上厶

鲣：婴
1．6． 1。

(4)计算分子式(化学式)：计算分子式通常

有4种方法：①根据质量分数和相对分子质量

计算，可以直接计算lmol有机物中所含碳、

氢、氧等原子的物质的量，直接写出其化学式

(或分子式)，元素排列顺序一般为碳、氢、氧、

氮、氯等。②根据有机物质量、元素质量计算：

可以求出有机物的物质的量与元素原子的物质

的量之比，将有机物化成1，得出原子个数比

值，即已知1个有机物分子中所含原子个数，直

接写出化学式。③根据实验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计算。先设通式，如(CH20)。，利用通式与相

对分子质量之间关系(12+2+16)，2=Mr求出

“砼”值。④根据通式和限制条件推算，有些题目

给出模糊数据，要求结合化学意义讨论、推断出

有机物可能的分子式。例如，某有机物的通式

为eH趾一1 O。，110<Mr<200，可以根据数学

不等式以及化学式中各原子数为正整数、有机

物中每个碳原子最多形成4个共价键，每个氧

最多形成2个共价键的价键理论进行讨论得出

符合题意的化学式。如果得出某有机物为

C。H2。0，超过了碳四价要求，说明16个氢原子

应折合成1个氧原子，正确的化学式为

C4He02，因为有机物中氢原子数最大值为碳原

子数的2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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