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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有机陌生信息小汇 
山东省博兴县第一中学 256500 穆玉鹏 

有机合成题是高考有机化学的固定题型，准 

确领会与迁移所给陌生信息是试题突破的关键， 

现把常见的陌生信息归纳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

、环丙烷的化学反应 

【描述】三元环由于张力而不稳定，易发生开 

环加成反应 ，类似碳碳双键。 

△ 

i?H2--CH2-- H2 

H2--CH2-SH2 

H2--CH2- H2 

H2--CH2- H2 

【特点】环烷烃都有抗氧化性，可用于区分不 

饱和化合物。 

【注】遵循马氏规则。如： 

Hs 

二、烯烃 

1．卤化氢加成 

(1)R--CH~CH —— R—CH—CH 

【马氏规则】在不对称烯烃加成中，氢总是加 

在含氢较多的碳上。 

产物产率之和成正相关。 

二、试题评价 

第 27题以丁烷催化脱氢为背景 ，凸显化学平 

衡在反应原理中的核心地位 ，重点考查勒夏特列 

原理的应用，图像频出，特色显明，使化学平衡味 

十足，将反应物的转化率和多种产物产率受外界 

因素影响展现无余，三个图像从多角度活灵活现 

展现温度、压强、浓度对平衡转化率及产率的影 

响。虽然背景与去年不同，但考查方式非常类似， 

可见高考命题不回避热点和重点，图3与2016年 

图 1、2极为相似，这种复杂图像方式呈现对考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及综合分析能力要求较高，所以 

试题难度较大。本命题既符合中学教学实际，有利 

于高校选拔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新生。 

三、试题链接 

纵观2011年 ～2017年全国理综化学卷选修 

4化学反应原理命题的特点和规律：以化学平衡 

为核心，兼顾反应热、电化学等内容。重头戏在化 

学平衡，突出考核考生将化学平衡原理应用到实 

际生产、生活中去的能力。化学平衡多以能源化 

工、低碳和绿色化学等有机反应为载体，充分利用 

有机副反应较多这一特点，平衡中渗透着有机知 

识，常以定性、半定量图像方式考查转化率、产率 

受外界因素(温度、压强及投料 比)影响，定量考 

查化学平衡常数、转化率及化学反应速率等计算， 

凸显高考试题的综合能力。 

四、备考启示 

研究2017高考及近几年高考试题的命题特 

点及规律毫无疑问对未来的复习备考有着深刻的 

指导意义。化学反应原理命题的特点和规律看， 

回归课本是始终不变的主题。虽然高考试题灵活 

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旨——平衡移动原理。外 

界因素对速率和平衡移动的影响特别以图像方式 

呈现出来是命题不变的方式，所以，研究图像题的 

解题方法显得尤为重要，解决图像题务必五看，一 

看纵横坐标含义，二看各点特色，三看线的走势， 

四看主副产物曲线差异，五看量的变化。复习备 

考时以考纲为导向，深刻理解化学反应原理平衡 

移动的实质，掌握解题要领，切忌死记硬背，切忌 

漫无边际的题海战术。学习中还需要适当拓展 ， 

去接触新情境、新方法。掌握以上命题特点和规 

律及解题方法技巧，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希 

望以上对高考平衡题的归纳和总结 ，对复习备考 

有所帮助。 (收稿日期：201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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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cH—cH： 

R— CH2—-CH2一 Br 

【特点】反马氏规则 

【注】过氧化物效应仅限于 HBr，对HC1、HI 

无效。 

2．硼氢化一氧化 

尺一 cH==cH． ， 
‘ 2)H202／OH— 

R— CH2一 CH2一 OH 

【特点】不对称烯烃经硼氢化一氧化，得一反 

马氏加成的醇。如： 

3．烯烃的氧化 

(1)稀冷高锰酸钾氧化成邻二醇。 

H3c，， H3 

H。 件。 

H20 H3C 
． ． 

cH3 

H3c cH3 

OH 0H 

(2)热浓酸性高锰酸钾氧化 

R R2 

＼ ／ KMnO． 
Cm-C -------—-----—-- 
／ ＼ H 

． H 

(3)臭氧氧化 

／

见

：

1 101 QII
C + 

＼ | 

／ 
c＼ ／ ＼ + 

Rl H R Rl ‘ 

(4)过氧酸氧化 

尼 

＼C： 丛-RR C=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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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一  ＼ ／ A ／＼． =C＼ ()2——2兰— ∞ — 
舟 ’H 

4．烯烃的复分解反应 

如： 

R 

H2 C
．
H2

R， 

+ 

。 

H2C 

骂Grubbs O s 骂  

5．共轭二烯烃 

(1)卤化氢加成 

+H2C~-CH2 

高温 ， 
加成为主 

H 

， 艨 

(2)狄尔斯一阿德尔(Diels—Alder)反应(双 

烯合成) 

【描述】共轭二烯烃和烯烃在加热的条件下 

很容易生成环状的I，4加成产物。如： 

÷ 

+ HO÷  。 

三、炔烃的聚合反应 

CuC1， 

2HC兰CH H2c cH 

饿  

+ 

一 

1●●●●●-_1 

c  

o Q 

—．．．．．．．。。。。．．。。．。．L  

。  c

八～ 



H2C— CH— C C— CH_- CH2 

3HC~ CH 

4HC-~-CH Ni(CN)2 ◎ 
四、芳香烃 

1．傅 一克(Friedel—Crafts)反应 

(1)傅 一克烷基化反应 

／ A1C1 {
l }+R—cl—— ＼／／ 

如 ： 

有 ： 

+HCl 

CH3 

+ H3C c1 竺  
H3C 

+HCl 

CH2C1 2+ 2 

CHIC13+ 3 

(2)傅 一克酰基化反应 

CH3CH2COCI 

～  3 

AICk 

+2HC1 

+3HCl 

CO0H 

2．苯环上取代反应的定位效应 ’ 

(1)第一类定位基：邻对位定位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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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尺2、一 NH 、一 NH2、一 0H、一 0R、 

O O 

ll ll 
— HN— C— R 、一 O— C一 尺 、一 R、— Ar、 

一  (F，C1，Br，I)。 

(2)第二类定位基：间位定位基，常见的有： 

一 N 、一 NO2、一 cF3、一 cc13、一 cO0H、 

0 

lI 
— COR、一 C— O尺 、一 CN、一 SO H、一 CHO。 

3．苯的侧链 卤代 

CH 

+ 

Cl 

C
．

H3 C
．

H2Br 

里  

H3 c— c— c 

CH3 

KMnO4 

H 

H3 c— c— cH3 

CH3 

H 一 一 

H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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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CrO ／A％0为氧化剂时，产物为醛。 

CH 
I 

如 

NO 

CrO3／Ac20 

(OAc) CHO 
l 

一  

I I 

N02 NO2 

五、卤代烃 

1．取代反应 

(1)水解 

—  H二R一0H — 里 --SH — —— R一0H —- ——— R 

(2)醇解 

R— 一 。一 R， R— —————+R— O— R 

一 s ， 尼— ———— R— S— 

(3)氰解 

N— 

R—— ————— 尺一 CN 
CH OH ， 

(4)氨解 

NH 
—  — — —  尺一 NH。 

(5)与炔钠反应 

R—— +R，C； C—Na —— R 一 C￡ C— R + 

NaX ． 

(6)卤素交换反应 

NaT 

R _I 

2．与活泼金属反应 

(1)与金属镁反应 

RX+Mg型 RM (格氏试剂) 

(2)与金属钠反应 2 R 

六、醇 、 

格氏试剂法制醇 

№  一  

尺 尼 

Mg x ----R-_{ 。H 
Rl 

OH 

CH3MgCI H2O 
— — — — — — — — — — — — — — — ’———— 

乙醚 H 

七、酚 

与甲醛或丙酮反应 

OH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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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酚醛树脂(电木) 
C~HsOH 

o l 洲 
八、环氧化合物 

(1)酸性开环 

(2)碱性开环 

一  璺 L 。 _ 一 (『一 

2．环氧的制备 

(1)过氧酸氧化 

R 

＼：：cH：一 

(2)银催化氧化(工业) 

足 、
＼== CH2 

(3) 一卤代醇 

Ag／02 

H3C 

c

＼== —Br2／l-hO ＼==cH2—呻 ／_— 。 
H0 Br 

一  

c 
— — — — — ’ 、 ——，  

O 

．

一。洲 

二=I＼o 

。 。 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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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醛和酮 

1．羰基上的加成 

(1)与氢氰酸加成 

(2)与醇加成 

R 

TO 
H 

H0R 

H 

一  c／O
"C

H

N (H)Rt 

一  

I
一 。R HOR! 一 C一 0R t 

lT H 一 

半缩醛 

O尺t 

尺一 c— OR1 

H 

缩醛 

特点 可用此法在合成中做羰基的保护。同 

样的方法也可制备缩酮，机理相同。如： 

合昔业6 
(3)与金属有机化合物加成 

R 

：。
R

—

2M
—

gX
月一 

R

一

2

。Mg [ Q 月 _()H 

(H) · 危 

。Na~

NC -=CHo H 
2．羟醛缩合 

(1)一般的羟醛缩合 

①碱催化下的羟醛缩合 

O 

2cH3CHo H3C--CH~---cH—c 

H 

注：从反应机理看出，醛要进行羟醛缩合必须 

有 一H，否则无法产生碳负离子亲核试剂。只 

要控制温度就可以停留在羟醛产物。 

~n,2cHaCH2CH：cH0 

CHO 

／ 
CH3CH2CH2CHi C

、 

CH2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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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 CH CH cno 

叫 __]CH--亍 叫o 
OH CH2CH 

2H，c— CH— cH。 

CH 

GH 

I I I 
CH3 OH CH 

(2)酮的缩合反应 ， 

如， 

0 CH3 

2

叭 八 H3C十CH2一 ， H3c cH3 占
H 凸 

十、羧酸 

1．成酰卤 

SOC1， 
C00H———-二 RCOC1 

P 

C0OH—— 尺C0 

P 

RCOOH—— RCO 

2．成酰胺 

^ 

RCOOH +NH —= 尺C0NH
， 

3．还原成醇 

1)LiA1H 
RCO0H —_=_-——— RCH，0H 

2)H，0 ‘ 

4．脱羧反应 

)，一 CH2 COOH — cH3+co 

O 0 

Il 『I 
y： — C一 ，HO— C一 ，一 CN，一 NO2， 

一 Ar 

5．0【卤代反应 

有d—H的羧酸在少量红磷或三溴化磷存在 

下与溴发生反应，得到 仪溴代酸。 

PB 

RCH，COOH +Br1— RCHBrCOOH 

(收稿 13期：2017—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