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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醛的概念

醛是由烃基与醛基相连而构成的化合物。但

应注意甲醛( H—CHO) 和乙二醛( OHC—CHO) 结

构的特殊性。
二、醛的分类

1． 根据与醛基相连的烃基的不同，醛可以分

为 脂 肪 醛 ( 如 乙 醛 ) 和 芳 香 醛 ( 如 苯 甲 醛

C6H5CHO) 。脂肪醛又分为饱和脂肪醛( 如乙醛)

和不饱和脂肪醛( 如丙烯醛 CH2 = CHCHO) 。
2． 根据醛分子中醛基的数目，醛可以分为一

元 醛 ( 如 CH3 CH2 CHO ) 、二 元 醛 ( 如 OHCCH2

CHO) 和多元醛。
三、醛的通式与官能团

一 元 醛 的 通 式 为 C



O

Ｒ H ，可 简 写 为

Ｒ—CHO或 ＲCHO; 醛的官能团是醛基( —CHO) 。
饱和一元脂肪醛分子式的通式为 CnH2 nO。

四、醛的化学性质

醛的化学性质由醛基决定。醛能够与氢气发

生加成反应，能够发生氧化反应。
1． 加成反应: 在镍的催化作用下，醛能与H2发生

加成反应生成醇。其反应原理是醛基碳氧双键上的

一个键( π键) 和氢气分子中的氢氢键断裂，碳氧键

上的碳原子和氧原子分别与氢原子结合生成醇。

C



O

Ｒ H + H2

Ni
→
△

Ｒ—CH2OH

2． 氧化反应: 醛能够燃烧，能够发生催化氧化

反应，能够被弱氧化剂氧化。
( 1) 燃烧反应: 醛能够在空气中完全燃烧生

成 CO2和水。如:

CnH2 nO + ( 3n － 1) /2O2 →
点燃

nCO2 + nH2O
( 2) 催化氧化: 在一定条件下，醛能被空气中

的氧气氧化生成羧酸。其反应原理是醛基上的碳

氢键和氧分子中的氧氧键断裂，醛基上的碳原子

和氢原子同时与氧原子结合生成羧基( 相当于在

醛基的碳氢键上嵌入氧原子) 。

C



O

2 Ｒ  H + O O
催化剂
→

△
C



O

2 Ｒ   OH
注意: 一元醛( ＲCHO) 发生催化氧化反应生

成一元羧酸( ＲCOOH) 。
( 3) 被弱氧化剂氧化: 醛能与银氨溶液发生

银镜反应，能被新制 Cu ( OH) 2 悬浊液氧化生成

Cu2O 红色沉淀。其反应原理与上述醛的催化氧化

反应原理相同。这两个反应都可用于醛基的检验。

ＲCHO + 2Ag( NH3 ) 2OH →
△

ＲCOONH4 + 2Ag↓ + 3NH3 + H2O

ＲCHO + 2Cu( OH) 2 →
△

ＲCOOH + Cu2O↓ + 2H2O
注意: 醛也能被强氧化剂 ( 如浓溴水、酸性

KMnO4溶液、酸性 K2Cr2O7溶液等) 氧化生成羧酸。
五、醛的代表物———乙醛

1． 分子结构: 乙醛的分子式为 C2H4O，结构式

为 CH

H

 H C



O

H ，结构简式为 CH3CHO。
2． 化学性质: 乙醛具有醛的通性。
( 1) 加成反应: 在镍的催化作用下，乙醛与 H2

发生加成反应生成乙醇。

CH3CHO + H2

Ni
→
△

CH3CH2OH

( 2) 氧化反应: 乙醛能够燃烧，能够发生催化

氧化反应，能够被弱氧化剂氧化。
①燃烧反应: 乙醛能够在空气中完全燃烧生

成 CO2和水。

2CH3CHO + 5O2 →
点燃

4CO2 + 4H2O
②催化氧化: 在一定温度和催化剂存在的条

件下，乙醛能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生成乙酸。

2CH3CHO + O2
催化剂
→

△
2CH3COOH

③被弱氧化剂氧化: 乙醛能与银氨溶液发生

银镜反应，能被新制 Cu ( OH) 2 悬浊液氧化生成

Cu2O 红色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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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CHO + 2Ag( NH3 ) 2OH →
△

CH3COONH4 + 2Ag↓ + 3NH3 + H2O

CH3CHO + 2Cu( OH) 2 + NaOH →
△

CH3COONa + Cu2O↓ + 3H2O
注意: 乙醛也能被强氧化剂( 如浓溴水、酸性

KMnO4溶液、酸性 K2Cr2O7溶液等) 氧化生成乙酸。
3． 工业制法: 乙醛的工业制法主要有乙醇氧

化法、乙烯氧化法和乙炔水化法。
( 1) 乙醇氧化法:

2CH3CH2OH +O2

Cu( 或Ag)
→

△
2CH3CHO +2H2O

( 2) 乙烯氧化法:

2CH2 CH2 + O 2

CuCl2 － PdCl2
→

△
2CH3CHO

( 3) 乙炔水化法:

CH≡CH + H2O
HgSO4

→
△

CH3CHO

4． 主要用途:

乙醛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乙醛可用

来制乙酸、乙醇、乙酸乙酯、丁醇等，乙醛还是制农

药、医药等的原料。
六、特殊的醛———甲醛

1． 分子结构:

甲 醛 的 分 子 式 为 CH2 O，结 构 式 为

C



O

 H H ，结构简式为 HCHO，可认为甲醛分子

中相当于含有两个醛基。
2． 化学性质: 甲醛具有醛的通性。
( 1) 加成反应: 在镍的催化作用下，甲醛与 H2

发生加成反应生成甲醇。HCHO + H2

Ni
→
△

CH3OH

( 2) 氧化反应: 甲醛能够燃烧，能够发生催化

氧化反应，能够被弱氧化剂氧化。
①燃烧反应: 甲醛能够在空气中完全燃烧生

成 CO2和水。HCHO + O →2 CO2 + H2O
②催化氧化: 在一定温度和催化剂存在的条件

下，甲醛能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生成甲酸或 CO2和水。

2HCHO + O2
催化剂
→

△
2HCOOH

或 HCHO + O2
催化剂
→

△
CO2 + H2O

③被弱氧化剂氧化: 甲醛能与银氨溶液发生

银镜反应，能被新制 Cu ( OH) 2 悬浊液氧化生成

Cu2O 红色沉淀。

HCHO + 4Ag( NH3 ) 2OH →
△

( NH4 ) 2CO3 + 4Ag↓ + 6NH3 + 2H2O

HCHO + 4Cu( OH) 2 + 2NaOH →
△

Na2CO3↑ + 2Cu2O↓ + 6H2O
注意:甲醛也能被强氧化剂( 如浓溴水、酸性 KM-

nO4溶液、酸性 K2Cr2O7溶液等) 氧化生成 CO2和水。
七、醛的考查方式例析

1． 考查醛的结构特点

例 1 下列关于醛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饱和一元脂肪醛的相对分子质量均为偶数

B． 丙醛与丙酮互为同分异构体

C． 乙醛分子中的所有原子可能处于同一平面

D．苯甲醛分子中的所有原子可能处于同一平面

解析 因饱和一元脂肪醛分子式的通式为

CnH2 nO，则其相对分子质量均为偶数; 因丙醛与丙酮

的分子式相同( 均为 C3H6O) ，而结构式不同( 结构简

式分别为 CH3CH2CHO 和 CH3COCH3 ) ，则二者互为

同分异构体; 尽管甲醛是平面型分子，但甲烷是正四

面体型分子，则乙醛分子中的所有原子不可能处于

同一平面; 因苯和甲醛均是平面型分子，则苯甲醛分

子中的所有原子可能处于同一平面。故答案为 C。
2． 考查饱和一元脂肪醛同分异构体数目的判断

例 2 已知戊基有 8 种结构，不必试写，立即

可以断定分子式为 C6H12O 的醛共有( ) 。
A． 5 种 B． 6 种 C． 7 种 D． 8 种

解析 因分子式为 C6H12 O 的醛可看作是戊

基与醛 基 相 连 的 化 合 物，即 为 C5 H11—CHO; 而

C5H11—有 8 种结构，则 C5H11—CHO( 即分子式为

C6H12O 的醛) 也有 8 种。故答案为 D。
3． 考查醛的化学性质

例 3 已 知 某 种 信 息 素 X 的 结 构 简 式 为

CH3 ( CH2 ) 5CH = CH( CH2 ) 9CHO，下 列 有 关 叙 述

不正确的是( ) 。
A． X 能使酸性 KMnO4溶液或溴水褪色

B． 在一定条件下，X 能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

生成一元羧酸

C． X 能被银氨溶液或新制 Cu( OH) 2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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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透氧化还原反应
江苏省海门中学 226100 王 红

氧化还原反应是高中化学学习的重难点，其考

查点较多，在历年高考中备受命题人的青睐。命题

多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正确理解氧化还原间的概

念，学会熟练的通过电子守恒关系式解题，判断氧化

还原性的强弱变化规律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从

四个方面对氧化还原反应的题型进行系统的讲解。
一、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是发生电子的转移。学习

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要求是学会正确判断化学反应

中的氧化剂及氧化产物，还原剂及还原产物，而弄清氧

化还原反应概念间的关系是解答这类题目的关键。
例 1 已知氧化还原反应 KMnO4 →+ HCl

KCl + MnCl2 + Cl2 + H2O，有 0． 1 mol KMnO4 参加

反应，则下面叙述正确的是( ) 。
A、还原产物有 Cl2
B． 有 0． 5 mol 电子发生转移

C、有 0． 5 mol Cl2 生成

D． 有 16 mol HCl 参加反应

分析 解答这类题目时，需要先把题目中的

方程式配平完整，然后分析元素的价态变化，通过

化合价升高被氧化，化合价降低被还原，来确定氧

化还原反应的氧化剂与还原剂，氧化产物与还原

产物，并通过电子守恒来计算答题。
解 把 氧 化 还 原 方 程 式 配 平: 2KMnO4 +

16HCl 2KCl + 2MnCl2 + 5Cl2 + 8H2O
可知 Cl2 为氧化产物，故 A 错误; Mn 由 + 7 价

被还原为 + 2 价，若 0． 1 mol KMnO4 参加此反应，对

应消耗 1． 6 mol HCl，这个过程会转移 0． 5 mol 的电

子，生成 0． 25 mol Cl2，故 B 正确，C、D 错误。
评注 本题考查氧化还原反应概念间的关系，

即价态升高是还原剂，具有还原性，被氧化得到氧化

产物; 价态降低是氧化剂，具有氧化性，被还原得到

还原产物。要求学生做题积极思考，认真审题。
二 、氧化还原反应的计算

氧化还原反应的计算问题在高考中的主要考

查形式有: 反应中氧化剂与还原剂之间的物质的

量之比，某一元素的价态在反应前后的变化的情

况等。解答这类题目的关键是列出守恒关系式，

依据电子守恒求解。
例 2 ClO2 是一种工业常用消毒剂，其是由

H2SO4 将 NaClO3 和 Na2SO3 的混合溶液酸化制备

得 到。在 以 上 制 备 反 应 中，试 求 NaClO3 与

Na2SO3 的物质的量比为( ) 。
A． 1∶ 1 B． 2∶ 1 C． 1∶ 2 D． 2∶ 3
分析 此题考查了氧化还原反应的计算，解

题关键是分析出反应中的氧化剂与还原剂，元素的

价态变化，并列出电子守恒，电荷守恒的关系式。
解 本题中NaClO3 为氧化剂，Na2S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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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还原

 D． 在镍的催化作用下，X 与足量 H2 发生加成

反应生成醇的分子式为 C18H36O
解析 因 X 分子中含有醛基和碳碳双键，则 X

能使酸性 KMnO4溶液或溴水褪色; 因 X 属于醛，则在

一定条件下 X 能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 发生催化氧

化反应) 生成一元羧酸; 因 X 分子中含有醛基，则 X
能被银氨溶液或新制 Cu( OH) 2氧化; 因 X 分子中含

有 1 个醛基和 1 个碳碳双键，则在镍的催化作用下 X
与足量 H2发生加成反应生成含 18 个碳原子的饱和

一元醇，其分子式为 C18H38O。故答案为 D。
4． 考查有关醛的计算

例 4 将一定量的某饱和一元醛分为二等

份，一份充分燃烧生成标准状况下的 CO2 4． 48 L，

另一份与足量的银氨溶液反应生成 21． 6 g 银，则

该醛为( ) 。
A． 乙醛 B． 丙醛 C． 丁醛 D． 戊醛

解析 因 n ( Ag ) = 21． 6 g ÷ 108 g /mol =
0． 2 mol，而 1 mol 一元醛( 甲醛除外) 与足量的银

氨溶液反应可生成 2 mol Ag，则醛的物质的量为

0． 2 mol ÷ 2 = 0． 1 mol; 又因 0． 1 mol 该醛充分燃烧

生成 CO2 的物质的量为 n( CO2 ) = 4． 48 L ÷ 22． 4
L /mol = 0． 2 mol，即 1 mol 该醛充分燃烧生成 CO2

的物质的量为 2 mol，则该饱和一元醛为乙醛。故

答案为 A。 ( 收稿日期: 2017 － 03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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