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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练习 高考有机化学复习要点归纳
浙江省临海市第六中学 317000 黄春凌

常见有机物的组成与结构、常见有机物的性

质与应用，以及有机物的合成等内容都是每次高

考必考的知识点。本文主要根据浙江省 2010 年

6 月高考至 2017 年 11 月选考( 即高考) 试题涉及

到的有机化学内容，从有机理论知识、高考有机高

频反应式和有机推断题眼等三个方面作了如下归

纳。
一、有机理论知识

1． 烷烃的命名

( 1) 选母体，称某烷: 选最长碳链为主链。
注意: 遇等长碳链时，选择支链个数最多的碳

链作为主链。
( 2) 编序号，定支链: 离支链最近一端开始编

号。
注意:①当两取代基种类不同，但是离主链两

端等距离时，从简单取代基开始编号;②当主链两

端第一个取代基种类相同且距离主链两端等距

离，而且中间还有第三、四……个取代基时，应该

使所有支链所接碳原子位置编号之和最小的编号

方式来命名。
( 3) 写名称:“阿拉伯数字 － 中文文字”。
注意: ①相 同 基，合 并 写，前 面 加 上“二”、

“三”、“四”等表示支链个数;②不同基，简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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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 三甲基庚烷

2． 键线式

( 1) 碳原子省略不用写出。
( 2) 与碳原子直接相连的氢原子省略不用写

出。
( 3) C － H 键省略不用写出，其余化学键都必

须全部写出。
( 4) 多于两个碳原子的有机物，碳链尽量呈

锯齿形表示。
( 5) Cl、Br、O、OH 等一定要标出，不可省略。
( 6) 每一个拐点和端点均表示一个碳原子。
改写分子式时不要漏算每个碳原子周围的所

有氢原子。
3． 官能团

包括 碳 碳 双 键 ( C C ) 、碳 碳 叁 键

( —C≡C—) 、氯原子 ( —Cl ) 、溴原子 ( —Br) 、羟

基( —OH) 、醚键( —O—) 、羰基( C



 

O

) 、醛基

( C





O

H ) 、羧 基 ( C





O

OH ) 、酯 基

( C





O

 O ) 、肽 键 ( C





O

N



H

) 、硝 基

( —NO2 ) 和氨基( —NH2 ) 等。
4． 判定两种有机物是否属于同系物的依据

( 1) 两种有机物的官能团种类相同、并且每

种官能团的个数在两种物质中一一对应相等。
( 2 ) 两 种 有 机 物 分 子 组 成 上 相 差 若 干 个

CH2。
注意: 醇、酚尽管都含有羟基，但当它们相差

若干个 CH2时，也不互为同系物。
5． 有机反应类型

( 1) 取代反应: 包括烷烃卤代; 苯及苯的同系

物卤代、硝化、磺化; 卤代烃的水解; 醇分子间脱

水、醇与卤化氢反应; 苯酚与浓溴水反应; 醇、酚、
羧酸与钠反应; 酯化反应; 酯的水解反应等。

( 2) 加成反应

( 3) 消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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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聚合反应( 加聚反应、缩聚反应)

( 5) 氧化反应

( 6) 还原反应

6． 1H 核磁共振谱图中氢原子所处化学环境

种数的判断

( 1) 同一个 C 原子上的 H 原子为等效氢原

子。
( 2) 同一个 C 原子所连多个甲基中的 H 原子

为等效氢原子。
规律: 同一个 C 原子所连多个乙基 ( 或丙基

……) 中相应位置的 H 原子也为等效氢原子。
( 3) 对称( 两边全对称) C 原子上的 H 原子为

等效氢原子。
注意:①各组峰面积比例等于对应环境 H 原

子的个数之比; ②两种有机物，比如 CH3 COOCH2

CH3与 CH3CH2COOCH3，1H － NMＲ 谱显示两者均

有三种不同的氢原子且三种氢原子的比例相同，

但是两者的1H － NMＲ 谱中的峰的位置不同，也即

是说峰出现的横坐标不同( 位移不同) ，故能用1H
－ NMＲ 来鉴别它们。

7． 含有苯环且苯环上只有两种不同化学环境

的氢原子，推断有机物的结构特征

( 1) 苯环上只有两个不同的取代基，两个取

代基接在苯环对位上的两个碳原子上。
( 2) 苯环上有两个相同取代基，接在苯环邻

位两个碳原子上。
8． 同分异构体的书写

( 1) 按题目限定条件展开书写。

( 2 ) 各 原 子 成 键 数 目:



 C 、


 N 、

—O—、—X ( X 代 表 F、Cl、Br、I 等 卤 素 原 子 ) 、
—H。

( 3) 对于酯类，勿漏写酚酯。
9． 同系物

( 1) 结构相似( 官能团相同，属于同一种类物

质) ;

( 2) 分子组成上相差一个或若干个 CH2 ( 分

子式不同) 。
例如: 烷烃的同系物: CH4、CH3 CH3、CH3 CH2

CH3、CH3CH2CH2CH3……
烯烃的 同 系 物: CH2 = CH2、CH2 = CHCH3、

CH2 = CHCH2CH3……
10． 有机物中碳原子的成键取向

( 1 ) 当 1 个碳原子与其他 4 个原子连接时，

这个碳原子将采取四面体取向与之成键。
( 2) 当碳原子之间或碳原子与其他原子之间

形成双键时，形成该双键的原子以及与之直接相

连的原子处在同一平面上。
( 3) 当碳原子之间或碳原子与其他原子之间

形成叁键时，形成该叁键的原子以及与之直接相

连的原子处在同一直线上。
二、高考有机高频反应式

1． 烯烃

( 1) 加成反应 ( 烯烃与 H2、X2、HX、H2 O 等物

质反应)

CH2 = CH2 + H2

Ni
→

高压
CH3CH3

CH2 = CH2 + Br →2 CH2BrCH2Br

CH2 = CH2 + H2O
H3PO4

300℃、 →7MPa CH3CH2OH

CH2 = CH2 + HCl
催化剂

加热、
→

加压
CH3CH2Cl

CH2 = CH2 + CH3CH2 →OH
CH3CH2OCH2CH3

CH2 = CH2 + CH3COOH →
催化剂

CH3COOCH2CH

師師

師師帪帪

3

+ CH2 = CH2
催化剂
→

師師

師師帪帪
△

CH2CH3

( 2) 加聚反应

nCH2CHＲ →
催化剂

CH CH 

Ｒ

nCH2 CH2 + nCH3 CH CH 2 →
一定条件

CH2 CH 2CH

CH


3

CH2 

规律: 只含有一个碳碳双键的单体发生加聚

反应时反应式的书写“通式”如下:

n C

a


b

C

c


d

→
一定条件

C

a


b

C

c


d



2． 苯及苯的同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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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師

師師帪帪

CH


3

+ Cl2
FeCl
→

師師

師師帪帪
3

CH


3
Cl

+ HCl

師師

師師帪帪或

CH


3

+ Cl2
FeCl
→

師師
師師帪帪

3


Cl

CH


3

師師

師師帪帪

+ HCl

CH


3

+ Cl2 →

師師

師師帪帪
光照

CH2


Cl

師師
師師

帩帩

+ HCl

CH 3 + HNO3
浓硫酸
→

師師
師師

帩帩

△

O2 N CH 3 + H2

師師
師師

帩帩

O

CH2CH 3 + HNO3

浓 H2SO4

→

師師
師師

帩帩

△

O2 N CH2CH 3 + H2O

注意

師師

師師帪帪:

NO


2

Fe
→

師師

師師帪帪
HCl

NH


2

( 还原反应

師師

師師帪帪

)

+ H2SO4 ( 浓) →

師師

師師帪帪

70℃ － 80℃

SO3


H

( 苯磺酸) + H2

師師

師師帪帪

O




 C H

KMnO4( H
+

→

師師

師師帪帪
)

COOH

注意: 芳香族化合物中的苯环可以与 H2 在一

定条件发生加成反应( 属于还原反应) 。
3． 卤代烃

( 1) 水解反应( 本质为取代反应)

CH3CH2Br + NaOH →
水

CH3CH2

師師

師師帪帪

OH + NaBr
CH2


Cl

+ NaOH
水
→

師師

師師帪帪
△

CH2


OH

+ NaCl

( 2) 消去反应

2CH3CHBrCH3 + NaOH
乙醇
→
△

CH3CH = CH2↑ + NaBr + H2O
4． 醇

( 1) 取代反应( 醇与 HX 反应、与酸发生酯化

反应、成醚反应)

CH3 ( CH2 ) 3OH + HBr( 48% )
H2SO4

→
△

CH3 ( CH2 ) 3Br + H2O

2CH3CH2OH
浓硫酸
→140℃

CH3CH2OCH2CH3 + H2O
( 2) 消去反应

CH3CH2OH
浓硫酸
→170℃ CH2 = CH2↑ + H2O

( 3) 氧化反应( 催化)

2CH3CH2OH + O2

Cu
→
△

2CH3CHO + 2H2O

師師

師師帪帪2

CH2


OH

+ O2
催化剂
→

△ 師師

師師帪帪2

CHO

+ 2H2O

( 4) 常温下多元醇与新制的碱性氢氧化铜悬

浊液反应( 实验现象: 得到绛蓝色溶液)

( 5) 乙醇钠与水反应

CH3CH2ONa + H2 →O
CH3CH2OH + NaOH

5． 酚

( 1) 体现弱酸性 ( 与 Na、NaOH、Na2 CO3 等物

质反应)

( 2) 与浓溴水取代反应( 得白色沉淀)

规律: Br 原子取代到酚羟基邻、对位的碳原

子上。
( 3) 与 FeCl3溶液显色反应( 紫色)

( 4)

師師
師師

帩帩

与乙酸酐反应

OH + ( CH3CO) 2O
H
→

師師
師師

帩帩

+

 O C



O

CH3 + CH3 COOH

( 5) 体现还原性: 酚可以被酸性高锰酸钾氧

化。
( 6)

師師
師師

帩帩

成醚反应

OH
( CH3) 2SO

→ 師師
師師

帩帩

4 OCH 3

6． 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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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还原反应

ＲCHO + H2

Ni

加热、
→

加压
ＲCH2OH

( 2) 氧化反应( 醛类在加热下与 O2 催化氧化

反应、水浴加热下银镜反应、加热下与新制的碱性

氢氧化铜悬浊液反应)

2ＲCHO + O2
催化剂
→

△
2ＲCOOH

ＲCHO + 2Ag( NH3 ) 2OH →
水浴加热

H2O + 2Ag↓ + 3NH3 + ＲCOONH4

注意: 醛类、甲酸、甲酸酯、甲酸盐均可发生银

镜反应。

ＲCHO + NaOH + 2Cu( OH) 2 →
△

Cu2O↓ + ＲCOONa + 3H2O
注意: 生成的羧酸盐在强酸 ( H + ) 酸化条件

下可以生成羧酸。
( 3) 缩聚反应( 甲醛在催化剂、沸水浴下与苯

酚反应)

7． 羧酸

( 1) 体现酸性( 与 Na、NaOH、Na2CO3、NaHCO3

等物质反应)

ＲCOOH + NaHCO →3

ＲCOONa + CO2↑ + H2O
( 2)

師師
師師

帩帩

酯化反应

COOH + CH3 OH
浓硫酸
幑 幐帯帯

師師
師師

帩帩

△

COOCH3 + H2 O

( 3) 两个羟基酸分子形成环状的酯

CH

OH

2 Ｒ COOH →
△

 

O

O


O

Ｒ



O

Ｒ
+ 2H2O

( 4) 羟基酸的缩聚反应

nHO—CH2—COOH →
一定条件

HO CH 2C



O

OH + ( n － 1) H2O

( 5) 丙烯酸的合成

CH CH + CO + H2帒帒 O →
一定条件

CH2CHCOOH

8． 酯

( 1)

師師
師師

帩帩

酸性下水解反应

COOC2H5 + H2 O
H +

幑幐

師師
師師

帩帩

△

COOH + C2H5 OH

( 2) 碱性下水解反应:

CH3COOC2H5 →+ NaOH
CH3COONa + C2H5OH

注意: 生成的羧酸盐在强酸 ( H + ) 酸化条件

下可以生成羧酸。
( 3) 生成酰胺的反应

ＲCOOＲ'
H2NＲ
→
″
ＲCONHＲ″

9． 氨基酸

Ｒ1CH

NH


2

COOH + Ｒ 2CH

NH


2

COOH

→
一定条件 Ｒ1CH

NH


2

C


O

N

H

CH

COOH

Ｒ2 + H2 O

ＲCH

NH


2

 →COOH CHＲ

NH+


3

COO+ ( 内盐 )

Ｒ CH 2

NH


2

 →COOH + NaOH

Ｒ CH 2

NH


2

COONa + H2 O

三、有机推断题眼

1． 能与 NaHCO3反应的有机物

有机物中必定含有羧基( － COOH) 。
2． 能与 NaOH 反应的有机物

( 1) 直接反应: 羧酸、酚类

( 2) 水溶液、△
①卤代烃

注意: 苯环上的卤原子水解后得到酚 

·84· 中 学 化 学 2018 年 第 1 期



把握知识脉络 聚焦铜及其化合物

安徽省砀山县第四中学 235300 尉言勋

铜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在中学化学中没有专门

介绍，主要分散在教材的各个章节中。在近几年高

考题中经常出现铜及其化合物的影子，笔者以思维

导图的形式进行归纳总结，选择典型的例题进行了

分类解析，希望对学生复习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知识脉络( 见图 1)

图 1

二、重点归纳

1． 铜单质

( 1) 原子结构: 原子序数为 29，位于元素周期

表中第 4 周期、第ⅠB 族，最外层有 1 个电子，常

见化合价有 + 1、+ 2 价。

( 2 ) 物理性质: 纯铜呈紫红色，属于有色金

属，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导热性和延展性，易加工，

焰色反应呈绿色。
( 3) 化学性质: 铜是一种较不活泼的金属，位

于金属活动性顺序表中氢原子之后。
①与 O2的反应

在空气中或 O2中加热表面变黑:

2Cu + O2
加热

2CuO
利用此 反 应 可 除 去 混 在 H2 中 的 少 量 O2。

( 通过灼热铜网，铜生成氧化铜后被氢气还原得

到水，水易与氢气分离。)
②与 O2、CO2、H2O 的作用

在潮湿的空气中锈蚀，生成碱式碳酸铜，俗称

铜绿:

2Cu + O2 + CO2 + H2 O Cu2 ( OH) 2CO3

③与其他非金属的反应

Cu 在 Cl2中燃烧生成棕黄色烟:

Cu + Cl2
点燃

CuCl

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檮

2

 － OH，千万别忘记除了生成 NaX 时需要消耗

NaOH，生成的酚 － OH 也要消耗 NaOH。
②酯类、含肽键的有机物

( 3) 醇溶液、△: 卤代烃( 消去反应)

3． 能与酸性 KMnO4溶液反应的有机物

含碳碳双键 ( 烯烃、二烯烃等) 、含碳碳叁键

( 炔烃等) 、苯的同系物 ( 与苯环连接的第一个 C
原子上至少要有一个 H 原子; 且不管该烃基含有

多少个碳原子，最终整个烃基被氧化为 － COOH
直接连到苯环上) 、醇类( － OH 连接的 C 原子上

至少要有一个 H 原子) 、酚类、醛类等。
4． 能与茚三酮试剂共热呈现紫色的有机物

一些氨基酸、多肽、蛋白质等。
5． 能与 H2反应的有机物

含碳碳双键 ( 烯烃、二烯烃等) 、含碳碳叁键

( 炔烃等) 、苯、含有苯环的有机物、醛类、酮类等。
注意: 羧基、酯基及肽键中的羰基是不能与

H2反应的。
6． 能使 Br2水( 或 Br2 /CCl4) 溶液褪色的有机物

与含有碳碳双键 ( 烯烃、二烯烃等) 、或碳碳

叁键( 炔烃等) 发生加成反应; 与含有醛基的有机

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与酚类发生取代反应生成

白色沉淀等。
四、结语

在高考有机化学复习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加

强学生对上述有机理论知识、高考有机高频反应

式和有机推断题眼等内容的熟悉程度，当然更要

激发他们学习的内驱力，强化他们自身的有效学

习行为，提高他们解决有机化学题目的能力。
( 收稿日期: 2017 － 10 － 10)

Cu 在硫蒸气里燃烧生成黑色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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