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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推断是高考最重要的考查方式，是必考题。
那么寻找推断题的突破口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现

把有机推断题的题眼列举如下，仅供大家参考。
一、状态

通常状况下为气态的烃，其碳原子数均小于

或等 于 4，而 烃 的 衍 生 物 中 只 有 CH3Cl、CH2 =
CHCl、HCHO 在通常情况下是气态。

二、通式或最简式( 实验式)

1． 通式

符合 CnH2n + 2为烷烃。
符合 CnH2n为烯烃或环烷烃。
符合 CnH2n － 2为炔烃或二烯烃或环烯烃。
符合 CnH2n － 6为苯的同系物。
符合 CnH2n + 2O 为饱和一元醇或饱和一元醚。
符合 CnH2nO 为饱和一元醛或饱和一元酮。
符合 CnH2nO2 为饱和一元酸或饱和一元酯。
2． 最简式( 实验式)

CH: C2H2、C6H6、C8H8 ( 苯乙烯)

CH2 : 所有的单烯烃

CH2O: HCHO、CH3COOH、HCOOCH3、C6H12O6

C2H4O: CH3CHO、C4H8O2 的羧酸和酯

C6H10O5 : 淀粉、纤维素

三、结构

1． 具有 4 原子共线的可能含碳碳叁键。
2． 具有 4 原子共面的可能含醛基。
3． 具有 6 原子共面的可能含碳碳双键。
4． 具有 12 原子共面的应含有苯环。
四、性质

1． 能 使 溴 水 褪 色 的 有 机 物 通 常 含 有

—C = C—、—C≡C—或—CHO。
2． 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的有机物通常含

有—C =C—、—C≡C—或—CHO 或苯的同系物。
3． 能 发 生 加 成 反 应 的 有 机 物 通 常 含 有

—C = C—、—C≡C—、—CHO 或苯环。
4． 能发生银镜反应或能与新制的 Cu ( OH) 2

悬浊液反应的有机物必含有—CHO。
5． 能 与 钠 反 应 放 出 H2 的 有 机 物 必 含 有

—OH、—COOH。
6． 能与 Na2CO3 溶液或 NaHCO3 溶液反应放

出 CO2 或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的有机物中必含

有—COOH。
7． 能发生消去反应的有机物为醇或卤代烃。
8． 能发生水解反应的有机物为卤代烃、酯、糖

或蛋白质。
9． 遇 FeCl3 溶液显紫色的有机物必含有酚羟基。
10． 能发生连续氧化的有机物是伯醇，即具

有—CH2OH 的醇。比如有机物 A 能发生如下反

应: A→B→C，则 A 应是具有—CH2OH 的醇，B 就

是醛，C 就是酸。
注: 特殊性

1． 能与 Na 反应: 醇羟基，酚羟基，羧基。
2． 能与 NaOH 溶液反应: 酚羟基，羧基; 卤代

烃; 酯基。
3． 能与 Na2CO3 溶液反应: 酚羟基，羧基。
4． 能与 Na2CO3 溶液反应放气体: 羧基。
5． 能与 NaHCO3 溶液反应: 羧基。
五、反应颜色变化

1． 苯酚遇氯化铁溶液，溶液变为紫色。
2． 苯酚遇浓溴水生成白色沉淀。
3． 蛋白质遇浓硝酸变为黄色。
4． 苯酚在空气中被氧气氧化为粉红色。
六、反应条件

1． 反应条件为光照且与 X2 反应时，通常是

X2 与烷或苯环侧链烃基上的 H 原子发生的取代

反应，而反应条件为催化剂且与 X2 反应时，通常

为苯环上的 H 原子直接被取代。
2． 浓硫酸，170℃ : 乙醇脱水成乙烯。
3． 浓硫酸，140℃ : 乙醇脱水成乙醚。
4． 浓硫酸加热: 醇脱水成烯烃或醚，醇与羧酸

反应成酯。
5． 稀硫酸并加热: 酯或淀粉的水解反应。
6． NaOH 溶液: － X 被取代成—OH。
7． NaOH 的醇溶液: － X 消去成烯烃。
8． H2，催化剂，△: 烯烃或者醛的加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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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金属活动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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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究金属活动性的方法

1． 分 别 与 氧 气 反 应，通 过 两 点 进 行 对 比:

①反应条件;②反应的剧烈程度。在氧气中越容

易反应( 反应条件简单、反应程度剧烈) ，则金属

活动性越靠前。
2． 两种金属分别投入相同质量分数的稀盐酸

( 或稀硫酸) 中，根据是否产生气泡及产生气泡的

速率进行判断。若产生气泡，则金属在金属活动

性顺序表中氢之前，反之则在氢之后; 产生气泡的

速率越快，金属活动性越靠前。
3． 根据金属和盐溶液间能否发生置换反应来

进行判断。若 A 能置换出 B，则 A 的活动性比 B
强; 若不能，则 B 的活动性比 A 强。

二、实验方案的设计

1． 两种金属

( 1) 通用法: 将一种金属( X) 插入另一种金属

( Y) 的盐溶液中，如果无明显现象，则两种金属活

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Y ＞ X; 如果 X 上有 Y 附

着，则两种金属活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X ＞ Y。
( 2) 特殊法: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如果两种

金属都在氢之前，可以利用稀盐酸( 或稀硫酸) 进行

判断: 将两种金属( 形状、大小相同) 分别插入等体

积、等浓度的稀盐酸( 或稀硫酸) 中，如果 X 表面产生

气泡速率大于 Y，则两种金属活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

为 X ＞ Y;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如果一种金属排在

氢前，另一种金属排在氢后，也可以利用稀盐酸( 或

稀硫酸) 进行判断: 将两种金属( 形状、大小相同) 分

别插入等体积、等浓度的稀盐酸( 或稀硫酸) 中，如果

X 表面有气泡产生，Y 表面无明显现象，则两种金属

活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X ＞ Y。
2． 三种金属

( 1) 通用法: 先按照金属活动性顺序排列，然

后常利用两边夹中间的方法进行探究。
①两边金属夹中间盐溶液 ( 简称“两金夹一

盐”) : 将活动性最强和最弱的两种金属单质分别

插入活动性居中的金属的可溶性盐溶液中，观察

现象( 金属表面是不是有另一种金属析出及溶液

颜色变化) ，通过分析现象得出结论。
②两边盐溶液夹中间金属 ( 简称“两盐夹一

金”) : 将活动性居中的金属单质分别插入活动性

最强和最弱的两种金属的可溶性盐溶液中，观察

现象( 金属表面是不是有另一种金属析出及溶液

颜色变化) ，通过分析现象得出结论。
( 2) 特殊法: 在金属活动性顺序中，如果三种

金属中只有一种金属在氢之后，可以利用稀盐酸

( 或稀硫酸) 进行判断: 将三种金属( 形状、大小相

同) 分别插入等体积、等浓度的稀盐酸 ( 或稀硫

酸) 中，如果 X、Y 表面均产生气泡且 X 表面产生

气泡速率大于 Y，Z 表面无明显现象，则三种金属

活动性由强到弱的顺序为 X ＞ Y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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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u，O2，△: 醇催化氧化成醛。
10．［O］: 醇氧化成醛或羧酸或醛氧化成羧酸。
11． Fe: 苯环上的氢被取代。
12． Br2 的水溶液或 Br2 的 CCl4 溶液: 加成反应。
七、化学数据

1．根据与 H2 加成时所消耗 H2 的物质的量进行

分析: 1 mol —C =C—加 成 时 需 1 mol H2，1 mol
—C≡C—完全加成时需 2 mol H2，1 mol —CHO 加

成时需 1 mol H2，而 1 mol 苯环加成时需3 mol H2。
2． 1 mol —CHO 发生银镜反应时生成 2 mol

Ag 或 1 mol Cu2O。

3． 2 mol —OH 或 2 mol —COOH 与活泼金属

反应放出 1 mol H2。
4． 1 mol —COOH 与碳酸氢钠溶液反应放出

1 mol CO2。
5． 1 mol 一元醇与足量乙酸反应生成 1 mol

酯时，其相对分子质量将增加 42，1 mol 二元醇与

足量乙酸反应生成酯时，其相对分子质量将增加84。
6． 1 mol 某酯 A 发生水解反应生成 B 和乙酸

时，若 A 与 B 的相对分子质量相差 42，则生成 1 mol
乙酸，若 A 与 B 的相对分子质量相差 84 时，则生成

2 mol乙酸。 ( 收稿日期: 2016 － 0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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