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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O：和N：0。的混合气体中，NO：的体积分数
是80％

D．得到2．549沉淀时，加入NaOH溶液的体积
是600mL

解析 首先，根据质量守恒，铜镁合金的质量

1．529加上与铜镁离子结合的氢氧根的质量等于沉淀

的质量2．549，所以，氢氧根的质量为2．549一1．529=

1．029，物质的量为1．029／179．tool～=0．06tool，由于

每个铜原子和镁原子失去的电子数都是2，所以铜镁

合金的物质的量为电子的1／2，即0．03mol，设铜为

xmol，镁为ymol，菇+Y=0．03，64x+2匆=1．52，解得菇

=0．02mol，y=0．01tool，两者物质的量之比为2：1，A

正确．该浓硝酸的物质的量浓度可以通过和质量分数

之间的换算公式计算：c=1000 X 1．40×63％／63=

14．0m01．L～，B正确．根据电子守恒，生成NO：和

N204的混合气体1120mL，即0．05mol，设N02为

xmol和N204为ymol，菇+Y=0．05，HN03生成N02得

到1个电子，生成N20。得到2个电子，所以，菇+2y=

O．06，解得菇=0．04mol，Y=0．01mol，N02的体积分数

为80％，C正确．反应后的溶液中一定有硝酸铜和硝

酸镁，不能确定硝酸的存在，但是所加入的氢氧化钠

一定都转化为硝酸钠，因此，根据氮原子守恒，硝酸的

总量等于硝酸盐和气体所含氮原子的和，n(NaOH)=

凡(NO；)=14mol／L×0．05L一0．04mol一2×0．01tool

=0．64mol，因此，y(NaOH)=0．64moL／1．0tool L“

=0．64L=640mL．因此，不正确的答案为D．

化学计算题应用守恒法可以化繁为简，提高解题

的速度，增强学习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学

生解题思路的引导，学生在头脑中建立起守恒法思维．

高考新常态——有机合成路线的设计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中学 312000 李大艳

摘要：通过研究近几年高考中有机合成路线题，分析试题特点，并且结合具体例题对不同特点的试题进一步分

析，归纳出有机合成路线题的备考指南．

关键词：有机合成路线；高考；解题策略

有机合成路线设计题通常以化工新产品、新材料

及医药新产品等为目标产物，指定原料合成．考查考

生对各个有机官能团的掌握，对有机物化学性质的的

活学活用，对有机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往往会

有一些陌生的知识点以信息的形式给出，更能考查考

生接受新信息、吸收新信息、整合信息的能力，因此备

受命题专家的青睐，也逐渐成为有机试题考试中的新

常态．

一、考查频率

二、解题策略

1．有机合成路线题的解题思路

其中为保证合成路线的原理正确，需关注以下3

个方面：

作者简介：李大艳，中学一级教师，浙江绍兴鲁迅中学．

(1)切忌“创造”反应．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或模拟

使用的反应只有两类：课本上出现的反应和从题目信

息中获取的反应．不要凭空“创造”或“捏造”出一些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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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能团的保护问题．如酚羟基：因酚羟基易被氧

化，所以在氧化其他基团前可以先使其与NaOH反应，

把一OH变为一ONa将其保护起来，待氧化后再酸化将

其转变为一OH，类似的还有碳碳双键、氨基(一NH：)等．

(3)反应的先后顺序问题．当合成涉及2个或多

个官能团的变化，且这些变化没有连续关系时，要考

虑这几个变化的先后关系．如以甲苯为原料合成邻硝

基苯甲酸时，发生氧化反应可使甲基变为羧基，发生

硝化反应则可引入硝基，那么哪步先进行呢?考虑到

当苯环上连有甲基(烷烃基)时，再引入的其他取代基

主要进入它的邻位或对位；当苯环上连有羧基时，再

引入的其他取代基主要进入它的问位．所以此次合成

应先引入硝基，后发生甲基氧化成羧基的反应．

2．熟练掌握几条常见的有机合成路线

(1)①一元合成路线

R--CH=CH_二斋半一元醇—_一元
醛—÷一元羧酸—_酯．

(2)二元合成路线

CH．一CH，
X， NaOH／H，0

CH2一cH2—j x x——÷二元醇
r链酯

—_二元醛—_二元羧酸—_+2环酯．

【高聚酯

(3)芳香化合物合成路线：

a． C1一NaOH△／H20(一．f．．_oH·

b．旷cH3啬。一cHsCl竺骂*暖 ⋯——————_

0厂cH20H』!÷≤广cHo!三+≤广cooH—旦÷芳香酯

c．0里二生扩cHz—cH KMn0．4／H+。

旷COOH
三、真题例析

1．基础型

此类型合成路线题，题目未给出陌生信息，考查

考生对课本中基础有机物化学性质的掌握和有机合

成路线的解题方法的掌握．

例i 设计B(0：N_<卜CH：C1)_c(02N—
C卜CHO)的合成路线(用流程图表示，无机试
剂任选)

解析本题是有机推断题的基础上，推知B和C

的结构简式后，进行B_+C的合成线路的设计．对比曰

与C，发现碳架结构相同，碳数相同，只有官能团从一Cl

变成了一CHO，运用逆向思维，要想得到醛基，常用醇氧

化成醛，醇羟基则可有卤代烃发生水解反应得来．

答案

，。 NaOH／H20，；

02N一卜cH2Cl—_二+02N一卜CH20H
0， 一亩0zN廿CHo
2．显性信息型

此类型合成路线题，陌生信息会在“已知”中给

出，比起基础型的合成，还考查学生接受新信息、吸收

新信息、应用新信息的能力．
D—R’
，H’／H、O

例2 已知：R_一CH——二j RCHO

＼o一Ⅳ
+R’一OH+R，，_一OH

以D为主要原料制备己醛(目标化合物)，在方框

中将合成路线的后半部分补充完整．

吨咀c掩i合成己醛观察
c嘲c掩≯蚧蝴赚秕个黼
其中2个醚键的特点与已知信息方程式的反应物特

点非常吻合，分析信息方程式，发现在H+／H：0条件

芦一R
下，—乓H 可以转化为一CHO，于是联想到可以发

、0一Ⅳ

生已知方程式中的反应，使醚键变为醛基，再与目标

产物己醛对比，还需使碳碳双键变成碳碳单键．本题2

种官能团的变化分2步完成，没有连续关系，就要考

虑反应的先后的问题，考虑到碳碳双键与H：加成时，

醛基也会与H：加成，所以碳碳双键变成碳碳单键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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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然后才是醚键变为醛基

【答案】

D竺CH3(2CH)。≮3兰竺D—二-——_+ ( )。一乓H——二_
"ocI电

CH3(CH2)。CHO

3．隐性信息型

此类型合成路线题，也有陌生信息给出，但却比

较隐秘，一般要从框图的合成线路中获取．框图路线

中出现的陌生的合成，根据官能团的定义，同类物质

大都可以进行类似的合成．

例3(全国新课标卷I题38(6))

一八，~一号粕c腻八<＼／渊1—赢j刊!!l 6

H，f№匝产骘M咖螺一—卜—等谭c
(_。赢)一2．4一己二撕二瞳 (反．反)一2，4一己二爝二t ASqB,

翻I I，肼锵—加等0。
5

k吼

参照上述合成路线，以(反，反)一2，4一己二烯和

C：H。为原料(无机试剂任选)，设计制备对二苯二甲

酸的合成路线

扩
解析对比(反，反)一2，4一己二烯(CH，)与对

午00H

0
二苯--．qj酸(tooH)的不同，发现二者差异甚大，在

课本方程式中，并未有二烯烃直接合成苯环的例子，

所以思维转向观察框图中信息，会发现原料(反，反)

一2，4一己二烯与框图中物质曰很相似，目标产物对

二苯二甲酸与框图中物质E相似，所以可以模拟框图

中的从B川合成路线，因为目标产物并不含酯基，所
以可以跳过B_÷c这一步，直接模拟B加乙烯得到类

cH，弋广CH3，该物质遇到酸性高锰酸钾，氧化得到
对二苯二甲酸．’

【答案】
CH。 CII'

≮。掣≮豢ctt心玛警聃。吣卜oon
CH， CIL

～

四、备考启示

在有机合成路线设计题的复习备考中，要熟练掌

握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卤代烃、醇、醛、酸、酯等

基础有机物的化学性质，心有有机合成路线题的3种

考查方式(基础型、显性信息型、隐性信息型)，同时加

强练习和思考，有针对性的对近几年的高考题中的合

成路线设计题进行专项训练，不断体会此类题的解题

策略和思维方法(特别是几个并列变化的先后顺序问

题)，不断提升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应用信息的能力，

不断提升整体思维设计能力，方能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

高三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复习之再“实验"

福建省柘荣县第一中学 355300 杨荣容

摘要：化学实验基芬操作是高中化学实验的基础，陈列式的仪器、操作等复习方式对学生而言没有新意也无吸引力，针

对日常学生实验出现的问题进行相关的设计组合实验，并由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操作，能有效提高化学实验复习效率．

关键词：高中化学；实验；复习；基本操作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以实验为基础是
化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化学实验对全面提高学生

的科学素养有极为重要作用．”在历年化学高考实验

试题中均有涉及化学仪器及基本操作的考核，在高三

的复习教学中占的重要的地位，若讲实验、记实验、背

实验学生难于理解掌握，也违背高中化学课程标准的

精神，那如何提高复习效率是摆在高三化学教师面前
的难题，笔者认为设计适当的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结合

仪器使用的实验进行再实验，通过学生的操作理解操

作原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简介：杨荣容(1971一)，男，福建柘荣人，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从事高中化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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