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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条件的选择一直以来是学生理解 

上的难点、疑点和易错点，现就常见的反应条件做一 

简单总结，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 

一

、 反应时溶液的酸、碱性 

1．酸性条件 

(1)蔗糖、淀粉、纤维素水解通常在酸性条件下 

进行，添加的是难挥发的H2SO ，而不是易挥发的HNO，、 

HCl。 

(2)不饱和烃、苯的同系物、含醛基的有机物、 

酚及部分醇可以和酸性KMn04~液反应，酸性KMnO 

溶液中加的也是H：SO 。 

(3)用溴水来检验有机物时，也要注意原体系 

是酸性，否则在碱性条件下Br2A变成Br-。类似的，卤 

代烃水解产物的检验，也应是先加稀HN0 酸化，再 

加入AgN0，溶液进行检验，防止AgaO的生成干扰实 

验现象。 

2．碱性条件 

酸会破坏Ag(NH )20H，因此在检验醛基时，必 

须先JJl：INaOH溶液使体系呈碱性，再加入银氨溶液。 

类似的，使用新制Cu(OH)：悬浊液时，操作上也应如 

此。比如在蔗糖水解产物还原性的检验实验中，蔗糖 

水解后需先加入NaOH溶液中和多余的酸，再加银氨 

溶液或新制cu(0H)悬浊液。另外，甲酸与上述两类 

物质反应时，都是先生成甲酸盐后再反应。 

3．酸性或碱性条件都可以反应 

如酯的水解在酸性或碱性条件下都可以进行 ， 

在碱性条件下水解程度更大些。另外 ，蛋白质的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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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醛的氧化； (2)C与浓H2SO 共热生成F，F能使酸性KMn04 

⑩ “Br2，催化剂”：苯环的取代。 

巩 I练 

1．(201 l山东理综卷)美国化学家R．F．Heck因发现 

如下Heck反应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 

Q卜x+c cH—R @卜cH=CH--R+nx 
(x为卤原子，R为取代基) 

经~Heck反应合成M(一种防晒剂)的路线如下： 

c 

一 c

⋯  

CH30__< CH=CHCOOCHzCH：CH(CH3)2 

回答下列问题： 

(1)M可发生的反应类型是 。 

a．取代反应 b．酯化反应 

C．缩聚反应 d．加成反应 

溶液褪色，F的结构简式是— — 。 

D在一定条件下反应生成高分子化合物G，G的 

结构简式是— — 。 

(3)在A—B的反应中，检验A是否反应完全的 

试剂是— — 。 

(4)E的一种同分异构体K符合下列条件：苯环 

上有两个取代基且苯环上只有两种不同化学环境的 

氢，与FeC1，溶液作用显紫色。K与过量NaOH溶液共 

热，发生反应的方程式为 

舷 答案(1)a、d 
(2)(CH3)2CHCH=CH： 

_}cH厂fH 
COOCH2CH2CH(CH3)2 

(3)新制的氢氧化铜悬浊液或新制的银氨溶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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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水解在强酸、强碱条件下都可以发生。 

氇彝．|二、反应时需要的温度 
’ =| 

1．高温使有机物分解。如甲烷的分解，石油的 

裂化、裂解，煤的干馏均需要高温条件。 

2．适当的温度控制。温度过高造成有机物挥发 

快 、副反应增多 ，如CH3CHzOH和浓H2SO 混合在 

140~C制CH3CH2OCH2CH3，在 170~C制CzH4；石油分馏 

在适当的温度收集汽油、煤油等馏分；用小火加热 

CH3CH20H和CH3COOH的混合物制CH3COOCH2CH3； 

用新制Cu(OH)悬 浊液检验醛基时，加热至沸腾。 

3．水浴加热或水浴冷却。适用于需要受热均 

匀 ，低于100*C的情况。如银镜反应 、苯的硝化反应 、 

蔗糖水解、酯的水解、某些卤代烃的水解。若在100~C 

以上，可采用油浴或沙浴。 

4．利用反应放 出的热量 ，不需要另加热 。如苯 

的溴代反应。 

三、反应的催化剂 

1．常用的催化剂有浓HzSO 、Fe、Cu等。如酯化 

反应、硝化反应 、纤维素水解用浓H2SO4"f~催化剂 ；苯 

的溴代反应用FeBra(或re)作催化剂；乙醇的催化氧 

化用Cu(或Ag)作催化剂。 

2．酶作催化剂。如糖类、油脂、蛋白质的水解有 

对应的多种酶。 

3．聚合反应需要的物质引发催化。 

四、浓度条件 

1．饱和溶液。如用饱和食盐水与电石反应，减慢 

反应速率；饱和Na2C0 容液用于收集CH COOCH CH3， 

同时除杂质CH3CHzOH和CH3COOH；饱和Na2SO4、 

(NH )2S0 等可溶性的轻金属盐溶液对蛋白质进行 

盐析操作等。 

2．浓度较大的溶液。用H2S04~催化剂需浓度较 

大的HzSO4；硝化反应、蛋白质的显色反应需浓HNO3； 

乙酸乙酯的碱性水解需30％的NaOH溶液。 

3．较稀的溶液 。如检验某种有机物是否存在 

时 ，酸性KMnO；．~液、溴水等的浓度均要求很小才灵 

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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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配制银氨溶液的氨水浓度也要小 ，以防止过量时 

影响银氨溶液的性质。检验苯酚是否存在时，要用稀 

的苯酚溶液，以防生成的三溴苯酚沉淀溶解。 

4．纯的反应物。如用C1 、Br2-~单质与烷烃在光 

照条件下发生取代反应 ，用乙醇和冰醋酸反应制取 

乙酸乙酯 ，用苯和液溴制取溴苯等。 

巩固训练 

下列实验操作中正确的是— — 。 

① 向稀氨水中逐滴~II),．AgNO 溶液，制取银氨 

溶液 ； 

② 在洁净的试管中加入0．5 g淀粉，再加入4 mL 

质量分数为20％的H2S04，加热3 rain～4 min，再放人银 

氨溶液，水浴加热以检验水解产物； 

③ 检验水溶液中含有少量Br2，可加入足量的 

苯酚； 

④ 用铁粉、苯、溴水制取溴苯； 

⑤ 做蛋白质盐析实验时，可用(NH )2S0 、CuSO 

等溶液； 

⑥ 用酒精灯加热甲烷，制取炭黑和氢气； 

⑦ 用乙醇和稀硫酸混合加热至170℃，制取乙烯； 

⑧ 用电石和饱和食盐水制取乙炔； 

⑨ 用稀硝酸清洗做过银镜反应的试管。 

蓦 解析 ① 应该向硝酸银溶液中滴加稀氨 

水，因为制银氨溶液时氨水不能过量，否则易产生易 

爆炸的物质。② 检验淀粉水解产物要先加碱，中和 

催化剂硫酸。③ 应该用少量苯酚，否则生成的三溴 

苯酚又溶于过量苯酚 ，无沉淀。④ 不能用溴水，要用 

液溴。⑤ 做蛋白质盐析实验时，应该用轻金属盐， 

CuSO 会使蛋白质变性。⑥ 酒精灯的温度达不到 

1000 oC的高温。⑦ 应该用浓硫酸。⑧ 用饱和食盐水 

代替蒸馏水可使反应不太剧烈。⑨ 银与稀硝酸、浓 

硝酸均反应 ，故可行。 

答案 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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