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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Fe3+、Fe2+的溶液中加入Fe粉时，先与Fe3+反应，当

Fe“完全消耗后，剩余的Fe粉再与cu2+反应．

2．邻位转化规律

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氧化还原反应中，氧化剂和还原剂

的价态变化是邻位转化的．如：S—一s—一S—一S。

3．互不交叉规律

不同价态的同种元素间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其结果是两种

价态只能相互靠近，而决不会出现高价变低价，低价变高价的

交叉现象．如：H2s+H2s04(浓)一s+s02+2H20，H2S被氧
化为单质s，浓硫酸被还原为s0，．

4．归中规律

同一元素的高价化合物与低价化合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只能得到中间价态的物质．如：KCIO，+6HCI(浓) KCl+

3C12 T+3H20，KCl03被还原为C12，HCI被氧化为c12．

5．歧化规律

元素化合价处于中间价态时可发生歧化反应，中间价态一

高价态+低价态(同一元素)．如：cl：+2NaOH—NaCl0+
NaCl+H20．

六、性质强弱会比较

氧化性是指得电子的性质(或能力)，还原性是指失电子

的性质(或能力)．一般来说，元素处于最高价时，只有氧化性；

处于最低价时，只有还原性；处于中间价态时，既有氧化性又有

还原性．氧化性、还原性的强弱比较有多种方法：

1．根据化学反应

氧化剂+还原剂一还原产物+氧化产物

氧化性：氧化剂>氧化产物；还原性：还原剂>还原产物．

2．根据反应条件确定

同一物质被不同氧化剂(或还原剂)氧化(或还原)，反应

条件越容易，氧化剂的氧化性(或还原剂的还原性)越强．如：

16HCl(浓)+2KMn04--2KCl+2MnCl2+5C12 T+8H20
^

4HCl(浓)+Mn02==；；l_Mncl2+c12 T+2H204HCI(浓)+O：华cl：T+2H：o
氧化性：KMn04>Mn02>02．

3．根据被氧化或被还原的程度不同进行判断

如：Cu+C12兰CuCl2，2Cu+s毒兰cu2S，显然，氧化性：
C12>S．

4．根据金属(非金属)活动顺序表判断

(1)金属还原性(活动性)：K>Ca>Na>Mg>A1>Zn>

Fe>Sn>Pb>H>Cu>Hg>Ag>Pt>Au

氧化性(离子)：Ag+>H92+>Fe“>Cu2+>H+>Fe2+>

(2)非金属氧化性(单质)：F：>C1：>Br2>12>S

还原性(离子)：F一<C1一<Br一<I-<S。

5．根据元素周期表判断

(1)同周期氧化性：左<右；还原性：左>右

(2)同主族氧化性：上>下；还原性：上<下

6．根据电化学原理确定

(1)原电池还原性：负极>正极

(2)电解池阴极：阴极：先放电的阳离子氧化性强，则其

单质的还原性弱．阳离子的放电顺序是：Ag+>Cu“>H+>

Pb2+>Sn2+>Fe2+>Zn2+>(H+)(水)，一般情况下，A13+、

Mg“、Na+、Ca“、K+在溶液中不会放电．

阳极：先放电的阴离子还原性强，则其单质的氧化性弱．阴

离子的放电顺序是：OH一<C1一<Br一<I一<S。，一般情况下，

SO：一、NO；等含氧酸根不放电．

注意：物质的氧化性或还原性的强弱只决定于得到或失去

电子的难易，与得失电子的多少无关．如：还原性：Na>Mg>

AJ，氧化性：浓HNO，>稀HNO，．

七、配平还靠化合价

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有多种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是

化合价升降守恒法．

1．配平原则：在氧化还原反应元素间的化合价升降总数

(或得失电子总数)相等．

2．配平方法：一标：标出变价元素的化合价；二找：找出变

价元素化合价变化的最小公倍数；三定：根据最小公倍数，确定

变价元素所在物质的化学计量数；四平：根据原子守恒或电荷

守恒，配平其它物质或离子的化学计量数；五查：根据化合价升

降守恒、原子守恒或电荷守恒检查左右两边物质的化学计量数

是否正确．

有机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数目查找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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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同分异构现象是有机化合物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同

时也是有机化合物种类繁多的原因之一，同分异构体的查找非

常好地体现了思维的有序性、分类思想以及基础有机化学知识

的综合运用，故其成了高考必考点之一，因此，无论高考备考，

还是培养运用分类思想和有序思维分析问题的习惯，学习并掌

握有机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数目查找方法与技巧都显的非常

必要．

一、等效碳法(取代法)

1．烷烃同分异构体数目的查找

(1)简单烷基同分异构体种类的查找烷烃从分子式

(C。H。。)开始，随着碳原子数增加出现同分异构现象，甲烷、乙

烷和丙烷均没有同分异构体，甲烷、乙烷和丙烷分子分别去掉

1个氢原子得到的烷基是查找其它烷烃同分异构体的基础，甲

基(一CH，)和乙基(一CH：CH，或一C：H，)均只有一种，丙基

(一C，H，)有正丙基(一CH：CH：CH，)和异丙基[一CH(CH，)：]

两种．(1)简单烷烃(含碳原子数少于等于8)同分异构体数目

查找是其它有机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查找的基础，烷烃同分异构

体数目查找关键是碳链骨架排列，为了查找的全面又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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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照以下步骤：(1)将所有碳原子直线连接作为主链，(2)主

链碳原子依次减少，(3)去掉1个碳作为甲基从中心到末端的

倒数第2个碳依次连接，左右对称位置只连1次，(4)当需要从

主链去掉2个碳时，首先按照乙基连接于主链，与甲基连接时

顺序相同，只是只能从中心到倒数第3个碳，然后再变换成2

个甲基在主链上按照同、邻和间的位置排列，(5)当需要从主链

去掉3个碳时，首先作为正丙基，其次作为异丙基，然后分为1

个甲基和1个乙基，最后分为3个甲基，按照上述类似的方法

连接于主链书写查找．

(2)其它烷基同分异构体数目查找

烷烃去掉一个氢原子所得烷基种类的查找，首先写出该烷

烃分子式对应所有同分异构体碳的骨架，书写碳链骨架时，每

一个碳原子周围的碳碳单键在同一平面内夹角相等，完全处于

面对称的碳原子为同种碳原子(等效碳)，那么某烷基(由相应

烷烃去掉1个氢原子)同分异构体的种类查找方法为：由该烷

基碳原子写出的所有碳链中碳原子的种类减去季碳原子的种

类所得的差．如丁基(一C。H。)的种类查找方法为：首先写出四

个碳原子构成的所有碳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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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丁基的查找碳链书写

碳链a共有2种碳原子，碳链b共有2种碳原子，上述两

种碳链中没有季碳原子，所以(一c。H。)的种类数目=2+2—0

=4，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出戊基(一c。H。)的种类数目=3+4+
2—1=8．

复杂烷烃(含碳原子数多于8)同分异构体种类的查找可

按照上述进行综合应用．

2．含苯环有机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数目查找

含苯环有机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数目查找分为苯环上单取

代和多取代两类，单取代同分异构体数目多少取决于该取代基

的同分异构体数目，多取代同分异构体数目是在确定取代基构

造的基础上，以两个取代基在苯环上的邻、间、对位置关系进行

查找，若有3个取代基且其中2个相同，则以两个相同的取代基进

行邻、问、xCYr布，再查找第3个取代基的可连位置情况为宜，若3

个各不相同，任意选取两个按照邻、问、对分布后再查找第3个取

代基的位置情况，取代基3个以上采取类似的方法．

3．取代基型烃的有机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数目查找

当一种有机化合物(题目)结构中确定由1个末端取代基

和另一部分组成时，通常使用等效碳法(取代法)，如确定该结

构中含有一X、一CHO、一OH、一COOH、一OOCH、一NH，和一

Ph等，首先书写碳骨架(含除要研究的取代基外的其它官能

·团)，然后按照烷基数目查找方法(等效碳法)查找其同分异构

体数目．如分子式为c，H，。cl的同分异构体数目、分子式为

c，H。：0且可与金属钠反应放出氢气的化合物数目和分子式为

cmH。。的单取代芳香烃数目等．

2．等效键法(嵌入法)

当一种有机化合物(题目)结构中确定有二价结构和另一

部分组成时，通常使用等效键法(嵌入法)，如结构中确定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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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有机化合物同分异构体数目时，首先写出指定要求除二价结

构外的结构式，然后根据处于对称面的单键为同类单键，找出

所有单键的种类，接下来将二价结构分为丽类，即对称的如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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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亡一。一”，对于含有对称性二价结构的同分异构体数目
就等于除二价结构外的结构式中单键的种类，对于含有不对称

的二价结构的同分异构体数目就等于除二价结构外的结构式

中两端不对称单键二倍加上两端对称单键的种类，如查找分子

式为C，H。0的同分异构体中含有苯环的同分异构体的种类：

首先确定二价结构“一0一”，然后找出题目中去掉“一0一”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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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碳单键1种，单键共5种，因此分子式为c，H。O的同分异构体

中含有苯环的同分异构体共有5种；再如分子式为c，H，。0：能

与NaOH溶液反应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查找：首先确定不对称

二价结构“一O一”，然后找出去掉“一0一”剩余结构中单

H H H
＼I／

／H／H／H／H f／ ／ ／ ／ ＼

键种类，即H—c÷c，_c，_c÷H和H＼}{／(}＼}I／H，其中碳
H H H H C-l!I C-

H H

氢单键共4种、对称碳碳单键1种和不对称碳碳单键2种，因

此分子式为c，H。。0：能与NaOH溶液反应的同分异构体的种

类为1+(4+2)X2=13(种)．

三、综合运用

高考愈来愈注重对方法和能力的考查，对查找有机化合物

同分异构体数目能力要求同样越来越高，表现为许多题目解决

需要等效碳法(取代法)、芳香烃同分异构体查找方法和等效键

法(嵌入法)的综合运用，如：分子式为c，H。，0：的有机物在酸

性条件下可水解为酸和醇，若不考虑立体异构，这些醇和酸重

新组合可形成的酯种类，首先应用等效键法(嵌入法)找到其水

解分别产生甲酸、乙酸、正丙酸、正丁酸和异丁酸等5种以及1

一甲醇、2一甲醇、2一甲基一1一丙醇、2一甲基一2一丙醇、1一

丙醇、2一丙醇、乙醇和甲醇等8种，然后再将两类分别组合成

0H

∥飞
酯，即5 x8=40(种)；再如：扁桃酸《j卜CHCOOH有多
种同分异构体，属于甲酸酯且含酚羟基的同分异构体种类查

找，首先确定1个末端取代基“一OOCH”，然后按照芳香烃同

分异构体查找方法，即邻、间、对3种甲基苯酚基础上应用效碳

法(取代法)找到符合题意的同分异构体共13种．

总之，同分异构体数目查找题目素材来源广泛，变化灵活，

既便于高考较好地对方法与能力考查，又培养学生有机化学基

础的学科素养，从而避免学生应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应对，最终

利于学生养成学习时善于探究方法、思考时积极运用有序性逻

辑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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