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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烯的分子结构

分子式: C2H4，结构式: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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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结构简式: CH2 = CH2，最简

式: CH2，球 棍 模 型: ，比 例 模 型:

。

点拨 1． 在写结构简式时，单键可以省，双键

不能省，故乙烯的结构简式不能写成 CH2CH2。
2． 乙烯分子中 6 个原子在同一平面上，由此

可以推测将 4 个氢原子逐渐用 － CH3 取代时，这

些碳原子也与原来的碳原子在同一平面上。
3． 注意球棍模型与比例模型的区别。
二、乙烯的物理性质

常温下，乙烯是无色无味的气体，难溶于水，

密度比同状态下的空气小。
点拨 1． 乙烯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28，与 CO、

N2 相同，比空气( 29) 小。
2． 由于乙烯的密度与空气很接近时，故收集

乙烯时，不能用排空气法，只能用排水法。
三、乙烯的化学性质

1． 氧化反应

( 1) 燃烧:

CH2 CH2 + 3O 2 →
点燃

2CO2 + 2H2O

点拨 ①乙烯燃烧时火焰明亮，并伴有黑烟，

原因是乙烯中的含碳量比甲烷高。此现象可以用

于鉴别甲烷和乙烯。②温度高于 100℃ 时，反应

前后压强不变。
( 2) 被强氧化剂氧化: 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

褪色。
点拨 ①可用酸性高锰酸钾溶液鉴别甲烷和

乙烯。②乙烯被 KMnO4 ( H + ) 氧化生成 CO2，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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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酸性高锰酸钾溶液除气态烷烃中混有的乙

要消耗 NaOH，另该物质原有两个酚羟基因发

生中和反应也要消耗 NaOH，所以 1 mol 双氯麝酚最

多能与 6 mol NaOH 反应，故 C 项不正确; 该物质有

两个苯环可以与氢气发生加成反应，所以 1 mol 双氯

麝酚最多能消耗 6 mol H2，故 D 项正确。答案: C
例 2 某有机物 F 的合成路线如图 2 所示:

图 2

( 1) 写出下列物质的结构简式: A ，B 。
( 2) 写出下列过程的化学方程式:

①C→D: 。 ②B + E→F: 。
( 3) 如果把 A→B 的条件“NaOH 溶液”改成

“NaOH乙醇溶液”，则可以得到一种常用作切割

金属的燃气，写出 A→B 的化学方程式: 。

解析 根据框图中的 Br2 结合反应物可推得

A 是 1，2 － 二溴乙烷，根据“NaOH 溶液 /△”可推

得 B 是乙二醇，根据“H2O”可推得 C 是乙醇，根

据“O2 /Cu /△”可推得 D 是乙醛，根据“O2 /催化剂 /
△”可推得 E 是乙酸，根据浓“H2SO4 /△”可推得 F
是乙酸乙二酯。

答案: ( 1) CH2BrCH2Br， CH2OH

CH2


OH

( 2) 2CH3CH2OH + O2

Cu
→
△

2CH3CHO + 2H2O

CH2OH

CH2


OH

+2CH3COOH
浓H2SO4

幑 幐帯帯帯
△

CH3COOCH2

CH


2CH3COO

+ 2H2O

( 3) CH2BrCH2Br + 2NaOH
乙醇
→
△

CH≡CH↑ + 2NaBr + 2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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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
2． 加成反应

乙烯中碳碳双键的键长比乙烷中碳碳单键的

键长短，键能大，但小于碳碳单键键能的 2 倍，故

只要较少的能量就能使双键中的一个键断裂，因

此，乙烯的化学性质较活泼。
在一定条件下，乙烯能与卤素 ( X2 ) 、卤化氢

( HX) 、H2、H2O 等发生加成反应。
CH2 CH2 + Br →2 BrCH2CH2Br

( 1，2 － 二溴乙烷)

CH2 CH2 + HCl
催化剂
→

△
CH3CH2Cl

( 一氯乙烷)

CH2 CH2 + H 2
催化剂
→

△
CH3CH3

CH2 CH2 + H2 O
催化剂
→

△
C2H5OH

( 工业制乙醇)

点拨 ( 1) 乙烯能使溴水或溴的 CCl4 溶液褪

色，故可用于鉴别烷烃与乙烯。但由于烷烃能溶

于 CCl4，故除去烷烃中混有的乙烯时只能用溴水

而不能用溴的 CCl4 溶液。
( 2) 乙烯与溴水中的溴反应生成 1，2 － 二溴

乙烷，液体分为两层，上层为无色液体，下层为无

色油状液体( 1，2 － 二溴乙烷) 。
( 3) 乙烯与 HCl 加成可得到纯净的一氯乙

烷，而乙烷与氯气发生取代反应得到的产物不纯，

故不能用取代反应制取一氯乙烷。
( 4) 乙烷中混有乙烯时，不能用 H2 来除，因

为会引入新的杂质。
3． 加聚反应

n CH2 CH 2
催化剂
→

△
CH2—CH2

( 聚乙烯)

点拨 ( 1) 聚合反应是指由相对分子质量小

的化合物分子互相结合成相对分子质量大的高分

子反应。
( 2) 加聚反应是指由不饱和的相对分子质量

小的化合物分子通过加成反应的形式结合成相对

分子质量大的化合物分子的反应。
( 3) 形成高分子化合物的小分子化合物叫做

单体，如乙烯。高分子化合物中的重复的结构单

元叫做链节，如—CH2—CH2—。n 叫做聚合度。
( 4) 聚乙烯是混合物，原因是高分子化合物

中的 n 不同。
( 5) 聚乙烯中没有碳碳双键，不会使溴水或

酸性 KMnO4 溶液褪色。
四、乙烯的用途

1． 作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催熟果实。
2． 可用于制造塑料、合成纤维、有机溶剂等。
3． 一个国家乙烯工业的发展水平即乙烯的产

量，已成为衡量这个国家石油化学工业水平的重

要标志之一。
点拨 乙烯的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学

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常作为有机推断题的题眼，

应特别注意。
五、乙烯的实验室制法

1． 实验原理

C2H5OH
浓硫酸
→170℃ CH2 CH2 ↑ + H2O

2． 实验装置( 如图 1 所示)

图 1

点拨 ( 1 ) 实验开始

前必 须 检 查 装 置 的 气 密

性。
( 2) 无水乙醇与浓硫

酸的体积 比 约 为 1 ∶ 3，是

为了保证混合后的硫酸的

浓度仍较大，具有足够的

脱水性，提高乙醇的利用
率，增加乙烯的产量。混合时应将浓硫酸慢慢加

入到乙醇中，并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 3) 烧瓶中加入沸石或碎瓷片，以防止液体

在受热时暴沸。
( 4) 温度计的水银球应插在反应液的液面下，但

不能接触烧瓶底部，以准确测定反应液的温度。
( 5) 加热时温度应迅速升高到 170℃，因为在

140℃时会生成副产物乙醚。
( 6) 反应最后，反应液变黑是因为浓硫酸将乙醇

氧化生成 C、CO2、SO2、H2O，因此制得的乙烯不纯。
由于 SO2 也能使溴水或酸性 KMnO4 溶液褪色，故在

乙烯的性质实验前，应将气体先通过碱石灰或 NaOH
溶液除去 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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