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氢键在化学前沿领域应用颇广，比如超

分子设计、晶体材料合成与结构分析、生物体现象分

析等，而这些也正是化学命题中信息题型的情境素

材的极好来源，也是学科内综合、跨学科综合试题的

命题热点。

氢键实质上是一种静电作用，是引力和斥力的

平衡。具体说分子中与氢原子形成共价键的非金属

原子(主要是氟、氧、氮原子)，如果吸引电子的能力

很强，原子半径又很小，则使氢原子几乎成为“裸露”

的质子，带部分正电荷。这样的分子之间，氢核与带

部分负电荷的非金属原子相互吸引，这种静电作用

称为氢键。通常我们也可把氢键看作是一种较强的

分子间作用力。通常用X--H⋯Y表示，式中的虚线

表示氢键，x、Y代表F、O、N等吸引电子能力很强、

半径又很小的原子。

氢键既可存在于无机物中也可以存在于有机物

中，不仅可存在于固态或液态中，也可以存在于某些

气态物质中。氢键既可连接成锯齿链状。也可以形成

层状或立体网状的多聚体。不仅同种分子之间可以

存在氢键，某些不同种分子之间也可能形成氢键。例

如NH，与H20之间，所以这就导致了氨气在水中的

惊人溶解度：1体积水中可溶解700体积氨气。例如

在气态、液态和固态的HF中都有氢键存在。冰结

构中的许多水分子都以氢键联系起来，形成立体网

状结构，每个水分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与周围的

四个水分子分别以氢键相结合。氢键的存在，大大

地影响了分子间的结合力，所以会影响到物质的某

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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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间有氢键的物质熔化或气化时，除了要克

服纯粹的分子间力外。还必须提高温度，额外地供应

一份能量来破坏分子间的氢键，所以这些物质的熔

点、沸点比同系列物质的熔点、沸点高。如氧族元素

中H20的熔沸点远高于H2s；但分子内生成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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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沸点常降低。例如有分子内氢键的邻硝基苯酚熔

点(45℃)比有分子间氢键的间位熔点(96。C)和对位

熔点(114℃)都低。

供1．下列化合物的沸点比较，前者低于后者

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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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备解橱氢键分为两类：存在于分子之间时，称
为分子间氢键；存在于分子内部时，称为分子内氢

键。同类物质相比，分子内形成氢键的物质的熔沸点

要低于分子间形成氢键的物质的熔沸点。如邻羟基

苯甲酸、邻羟基苯甲醛等容易形成分子内氢键，沸点

较低；而对羟基苯甲酸、对羟基苯甲醛则容易形成分

子间氢键，沸点较高。所以B选项正确，C选项错误；

对A选项，由于乙醇存在分子间氢键，而氯乙烷不

存在氢键，所以乙醇的沸点(78．50C)高于氯乙烷的沸

点(12．30C)；同理，D选项中，H20分子之间可以形成

氢键，H20的沸点(100℃)高于H2Te的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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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篓～瓣溶鳞魔的彰囔
在极性溶剂中，如果溶质分子与溶剂分子之间

可以形成氢键时，则可使溶质的溶解度增大。如NH3

极易溶于水、CH3CH20H可与水以任意比例互溶，就

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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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爿龟下列物质的性质与氧键无关的是( )

A NH，的沸点比PH3的沸点高

B NH、易液化

C氨气极易溶于水

D NH，分干比PH)分子稳定

’‰一杆 由于氨分子之问可以形成分子I一】氢键，

所以NH，的沸点比PH，的沸点高，故A选项正确；

液氟分子问若形成氢键．有可能发牛缔合现象，所以

易液化，B选项止确；当鲺溶于水时．氨的分子既分

散在水分子中．又与水分子以氟键结合，因此氨在水

中的溶解度特别大．c选项正确；NH，分子比PH，分

子稳定是由于N—H键的键能太于P—H键的键能

缘故造成，所以D选项错误。

瓤警毫D

液体分子间若形成氢键．有可能发生缔合现象。

例如液态HF．在通常条件F，除了正常简单HF分

子外，还有通过氢键联系在一起的复杂分子(HF)。。

其中n可以是2，3。4 ·。这种由若干个简单分子

形成复杂分子而又不会改变原物质化学性质的现象．

称为分子缔合。分子缔合的结果会影响液体的密度。
，
』饼3 T列关于氢键的说法{正m的是( )

A HF的沸点＆HCI的沸i高是由f HF舟十

闻存在氯键

B水在镕术时体积膨胀是自于水分子之间存

在氢键

C NH，日蒋定性很*，是固为其分子目拒形成

氢键

K璋譬1_对奠性的璐胸
若溶被中的溶质之州形成氢钟，酸性减弱如氢

氟酸为弱酸．是因为溶液中溶质分子问能通过氢键

缔合的结果：若苯甲醴解离常数为K，则其邻问对

位羟基取代物电离常数分别为15 9K，I 26K和

044K．若丘右两个邻值均打羟基删解离常数为

8C4)K，这足由于邻位羟基与艘基氧形成氢健．减弱

了艘基氧原了对氢的吸引力。
，
一饿4试解释下列物质的性质，

(J)氟化氢的熔点比瓤怔氢高

(2)酒精能与水n任意比例互溶．而四氯化碳

；淳于水

(3)相同务件下，HF酸为弱酸，HCI畦为强醢

‘‰■析氟化氢分子闻能通过氢键缔合，而氯化
氢之间不能形成氢键．所以氟化氢的熔点高于氰化

氢的熔点；酒精、水为极性分子，i『ii四氯化碳为非板

性分子，根据相似相溶原理，擞性分子易擀于极性溶

剂，非极性分子易溶于非极性溶剂。同时酒精能与水

之问形成氢键，使酒精在水中的溶解度增大，所以酒

精能与水以任意比例互溶；氟化氢分子闲氢键缔台

而形成锯齿状分子链．因此低浓度的氢氟酸是弱酸，

而HCI酸分子之削无氢键形成，所以酸性大干HF酸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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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问有氢键的液体． _舣牯度较大。例如什

油磷酸、浓硫酸等多羟基化台物，由于分子问可形

成众多的氢键，这衅物质通常为粘制状液体。

氧键是一种有别于化学键和范德华力的特殊作

用力，氢键虽然5_l可阻算是一种弱键，但由于它的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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