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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异构体的书写和数 目的判断是中学有机化 

学考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它是考查学生发散 

思维和有序思维的一个重要载体。如何快速、准确的 

写出酯类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以及判断出同分异构 

体的数目呢?在实践中，我们总结出移位法和插入法 

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一

、 移位法 

移位法就是将酯基固定，剩余原子或原子团进行 

移位，从而可以迅速写出酯类化合物的同分异构体。 

例1 写出分子式为C H。00 所有酯的同 

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解析 首先分析分子式c H 00：，符合饱和 

一 元酯的分子式通式C H 0：。接着我们固定酯基 

O 

— o一，将剩下的4个碳原子在酯基的两端排列 ， 

排列可能情况如下表 ： 

情况序数 碳原子数 碳原子数 
l O 4 
2 l O 

lI 3 

3 2 —_C——o一 2 

4 3 1 

然后，我们再考虑两端可能产生的碳链异构情 

况。书写结果如下 ： 

0 0 

情况1：H一8—0一cH2CH2CH2CH H一8一。一cHcH：cH 
CH 

H， }I II 丫～ 

H—c—o—cH2CHcH3、H—c—o．CI cH] 
CH3 CH3 

O 0 

情况2：cHr —0一cH2cH cH3、cH。一 一0一cHcH3； 

O CH3 

情况3：CH3CH2-C-O-CHzCH3； 

O 0 
lI ll 

情况4：CH3CH2CH2-C—O—CH3、CH3C．H～c一0一CH3。 
亡H 

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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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移位法共写出9种符合条件的同分异构体。 

二、插入法 

插入法就是先写出有机化合物中除了酯基部分 

的结构式，然后将酯基插入碳碳单键或碳氢单键之 

间。 

O 
ll 

插 入酯 基 的方 法有 正插 (— )和反插 

O 
lJ 

(— 一)两种，插入酯基时要注意两点 ：1．在碳氢 

键之间插入酯基只能得到一种酯 ，即不能插酯基后 

变成羧酸；2．在对称轴所在的碳碳单键之间只能插 

入一次，因为正插或反插后只得到一种酯。 

例2 快速分析出分子式为C5Hl00：属 于 

酯类的同分异构体的数 目。 

霹 解析 要快速分析出属于酯类同分异构 

体的数目，大可不必写出所有的同分异构体，且看插 

入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先将分子式c5H100：中的酯 

基剔出，剩下c4Hm写出c4H 的两种同分异构体的结 

构式(如下图1、图2) 

懈 H_H前 HH H H H ； “ 
I

“  

结构式1围绕对称轴对称，有2种碳碳单键和2种 

碳氢单键，如图1中①②③④所示。位置①③为碳氢 

单键，插入酯基只能得到一种酯；位置②④为碳碳单 

键，位置②插入酯基有正插和反插两种，因此可以得 

到两种酯，位置④处于对称轴上，正插和反插的结果 

相同，因此只可以得到一种酯。因此 ，在结构式1中插 

入酯基共可以得到5种酯。 

在结构式2中，有2种碳氢单键和1种碳碳单键， 

如图2位置中⑤⑥⑦所示。位置⑤⑦为碳氢单键，插 

入酯基只能得到一种酯；位置⑥为碳碳单键，插入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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镱蔫一 一、背景介绍 

2011年被第63届联合 国大会定为 “国际化学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化学在开发可替代能 

源、保护环境等方面起到主要作用。但是近年来一系 

列食品添加剂安全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给化学蒙 

上了一层阴影。其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的规定：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 

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 

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在我国，食品营养强 

化剂也属于食品添加剂。食品卫生法明确规定：食品 

营养强化剂是指 “为增强营养成分而加入食品中的 

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属于天然营养素范围的食品 

添加剂”。 

此外 ，在食品加工和原料处理过程中，为使之能 

够顺利进行 ，还有可能应用某些辅助物质。这些物质 

本身与食品无关，如助滤、澄清、润滑、脱模、脱色、脱 

皮、提取溶剂和发酵用营养物等 ，它们一般应在食品 

成品中除去而不应成为最终食品的成分 ，或仅有残 

留。对于这类物质特称之为食品加工助剂。 

食品添加剂中不包括污染物。污染物指不是有 

意加入食品中，而是在生产(包括谷物栽培、动物饲 

养和兽药使用)、制造、加工、调制、处理、充填、包装、 

运输和保藏等过程中，或是由于环境污染带入食品 

中的任何物质。但不包括昆虫碎体、动物毛发和其他 

外来物质。残留农药和残留兽药均是污染物。 

食品添加剂在现代食品工业中所起的作用愈来 

愈重要，各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越来越多。 

我国1990年颁布的《食品添加剂分类和代码》，按其 

主要功能作用的不 同分为：酸度调节剂、抗结剂 、消 

泡剂、抗氧化剂、漂 白剂 、膨化剂、胶姆糖基础剂 、着 

色剂、护色剂 、乳化剂、酶制剂、增味剂、面粉处理剂、 

被膜剂、水分保持剂、营养强化剂、防腐剂、稳定和凝 

固剂、甜味剂、增稠剂和其它共21类。 

食品添加剂大大促进了食品工业的发展，并被誉 

为现代食品工业的灵魂，这主要是它给食品工业带来 

许多好处，其主要作用大致如下 ：有利于食品的保藏， 

防止食品败坏变质、改善食品的感官性状、保持或提 

高食品的营养价值、增加食品的品种和方便性、有利 

食品加工制作，适应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 

二、命题猜想 

以食品添加剂新闻事件为背景，通过中学化学 

研究问题的视角 ，联系绿色化学、氧化还原反应 、化 

学计算、有机化学、实验化学、物质结构等内容命题， 

考查考生绿色化学观、守恒观、实证观、结构观等化 

学观念。 

1．考查化学与STS 

例1 (原创)2011年春，食品安全领域相 

继发生“面粉增白剂”、“彩色馒头”、“毒豆芽”、“牛肉 

膏”、“硫黄姜”等事件。温家宝总理痛斥不法分子“道 

德素质严重滑坡”。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 ) 

A．对于能够改善食品色、香、味，起防腐、保鲜 

作用的食品添加剂，不必限量使用 

B．“面粉增白剂”中的CaO 属于氧化物，其具有 

强氧化性 

c．制作“毒豆芽”所用的亚硝酸钠(NaNO：)，猪 

肉变“牛 肉”掺入的硼砂(Na2B40，·IOH 0)都属于钠 

盐 

D．“硫黄姜”又黄又亮，可能是硫黄熏制过程中 

产生的SO 所致 

勉 移 解析 选A
。 对于食品添加剂必须限量使 

用，过量使用或长期食用都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 
女 

誊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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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可以得到2种酯。所以结构式2中插入酯基共可以 

得到4种酯。 

结构式1和结构式2的酯类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数 

目共9种，与移位法写出的结果相同，插入法更为简 

便。因此 ，当我们只需要去判断酯类化合物同分异构 

体数目时，不必写出酯类化合物的结构简式，而只要 

用插入法分析，然后直接数出来就可以了。 

总之，移位法可以快速写出酯类化合物的同分 

异构体的结构简式；插入法可以快速分析出酯类化 

合物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在写酯类化合物同分异 

构体时，我们也可以用插入法分析后，逐一写出相应 

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因此两种方法也是相通的。 

4l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