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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有机化合物基本知识

　 　 １ 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特性ꎻ有机化合物的表示方法ꎮ
２ 熟悉:有机化合物的概念ꎻ碳原子的特性ꎻ同分异构现象ꎻ有机化合物

分类ꎮ
３ 了解:共价键的断裂方式与反应类型ꎮ

第１ 节　 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

物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ꎬ在自然界里ꎬ物质的种类繁多ꎬ人们常常把物质分为两大

类ꎬ即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合物ꎮ 有机化合物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密切相关ꎮ
有机化学知识已渗透各个领域和学科ꎬ如与人们的健康有关的环境科学、食品科学、预防医

学、卫生监测、药理学、药剂学等ꎮ 医学检验、药品检验、食品检验、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

与鉴定和药物的研制等均与有机化合物有关ꎮ 本章内容是学习后续课程必备的基础知识ꎮ

一、 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人们对有机化合物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ꎮ 最初人类从动植物中提取和加工得到各种

有用的物质ꎬ如蛋白质、油脂、糖类、维生素和药物等生活必需品ꎮ １８０６ 年贝采里乌斯

(Ｊ Ｂｅｒｚｅｌｉｕｓ)首先把从动植物体内分离出来的物质定义为有机化合物ꎬ意思是“有生机之

物”ꎮ 当时人们认为ꎬ只有依靠动植物体内神秘的“生命力”才能创造出有机化合物ꎬ而无法

用人工合成的方法来制备有机化合物ꎮ 直到 １８２８ 年德国化学家维勒(Ｆ Ｖｏｈｌｅｒ)在加热无

机物氰酸铵时ꎬ得到了有机化合物尿素ꎬ这是人类第一次从无生命的无机化合物合成出有

机化合物ꎮ 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生命力”学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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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Ｈ２ ＮＨ２

氰酸铵　 　 　 　 　 　 　 尿素

后来人们先后合成了乙酸、油脂等许多有机化合物ꎮ 于是关于创造有机化合物的“生
命力”学说彻底破产ꎬ极大地推动了有机化学的发展ꎬ从此有机化学进入合成时代ꎮ 现在大

多数有机化合物都是由人工合成的方法制得的ꎮ 因此“有机化合物”这个名称失去了历史

上的意义ꎬ只是因为习惯而沿用至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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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有机化合物的研究发现ꎬ有机化合物在组成上大多含有碳、氢、氧、氮等元素ꎬ少
数还含有硫、磷、卤素等ꎮ 任何一种有机化合物ꎬ在分子组成中都含有碳元素ꎬ绝大多数还

含有氢元素ꎮ 由于有机化合物分子的氢原子可以被其他元素的原子或原子团所替代ꎬ从而

衍变出许许多多其他的有机化合物ꎬ所以人们定义为: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称为有机化

合物(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ꎬ简称为有机物ꎻ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合成及

其应用的化学称为有机化学(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ꎮ
自然界中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酸盐等少数物质ꎬ虽然含有碳元素ꎬ但由于它们在

组成和性质上与无机化合物相似ꎬ所以通常把这些化合物列为无机化合物(简称无机物)ꎮ
有机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充满活力的科学ꎮ 如今ꎬ人们已经能够合成许多有机化合

物ꎬ如合成塑料、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药物、合成染料、合成蛋白质等ꎮ 越来

越多的人工合成有机化合物进入家庭ꎬ不断充实人们的物质生活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

会的进步ꎮ

二、 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科学实践证明ꎬ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ꎬ两者可以互相转化ꎬ
并遵循一般的化学规律ꎮ 但是由于有机化合物分子中都含有碳原子ꎬ碳原子的特殊结构导

致了大多数有机化合物与无机化合物相比ꎬ具有如下特点ꎮ
１ 可燃性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都可以燃烧ꎬ如乙醇、棉花、汽油、煤油、天然气、塑料、

木材和油脂等ꎮ 而多数无机化合物不能燃烧ꎮ 我们常利用这一性质区别有机化合物和无

机化合物ꎮ
２ 熔点低　 有机化合物的熔点都较低ꎬ一般不超过 ４００℃ꎮ 常温下多数有机化合物为

气体、易挥发的液体或低熔点的固体ꎮ 例如ꎬ甲烷为气体ꎬ乙醇为液体ꎬ尿素的熔点仅为

１３２℃ꎮ 而绝大多数无机化合物熔点较高ꎬ如氯化钠的熔点为 ８００℃ꎬ氧化铝的熔点高

达 ２０５０℃ꎮ
３ 溶解性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难溶于水ꎬ而易溶于有机溶剂ꎮ 有机溶剂是指能作为

溶剂的液态有机化合物ꎬ如乙醇、汽油、四氯化碳、乙醚和苯等ꎮ 而无机化合物则相反ꎬ大多

易溶于水ꎬ难溶于有机溶剂ꎮ
４ 稳定性差　 多数有机化合物不如无机化合物稳定ꎮ 有机化合物常因温度、微生物、

空气或光照的影响而分解变质ꎮ 例如ꎬ许多食品或药物常注明有效期ꎬ就是因为这些物质

的稳定性差ꎬ经过一段时间会发生变质现象ꎮ
５ 反应速率较慢　 多数有机化合物的反应速率较慢ꎬ一般需要几个小时、几天、甚至更

长的时间才能完成ꎮ 因此有机化学反应常利用加热、搅拌、光照或催化剂来加速反应速率ꎮ
而多数无机化合物反应速率较快ꎬ如酸碱中和反应、复分解反应可瞬间完成ꎮ

６ 反应产物复杂　 多数有机化合物之间的反应ꎬ除生成主要产物的主反应外ꎬ常伴有

许多副反应发生ꎬ所以反应产物常为复杂的混合物ꎮ 因此有机反应在书写反应方程式时ꎬ
一般只写主要产物ꎬ而且方程式一般用箭头(→)表示ꎮ 而无机物之间的反应ꎬ一般很少有

副反应发生ꎮ
７ 绝缘性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为非电解质ꎬ不导电ꎬ如蔗糖、汽油、乙醇等ꎬ而大多数

无机化合物是电解质ꎬ在熔融或溶液状态下以离子形式存在ꎬ具有导电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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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 节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是指分子中各原子或原子团相互连接的顺序、方式及空间位置ꎮ 有

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决定其性质ꎬ而有机化合物都是含碳的化合物ꎬ所以有机化合物的结

构特点ꎬ主要是由碳原子的特性决定的ꎮ

一、 碳原子的特性

(一) 碳原子的价态

　 　 碳原子的原子序数是 ６ꎬ电子排布式为 １ｓ２２ｓ２２ｐ２ꎮ 碳原子位于元素周期表第 ２ 周期ꎬ第
ⅣＡ 族ꎬ它的最外层有 ４ 个电子ꎬ在化学反应中ꎬ既不容易失电子ꎬ也不容易得电子ꎬ碳与其

他原子相互结合时都是通过 ４ 个电子形成共价键ꎬ因此碳在有机化合物中的化合价总是四

价ꎮ 用“—”表示一个共价键ꎮ 例如ꎬ甲烷和乙醇可用下式表示:

Ｃ

Ｈ

甲烷 　 Ｈ

Ｈ

Ｈ 　 　 　 Ｃ

Ｈ

乙醇 　 Ｈ

Ｈ

Ｃ

Ｈ

Ｈ

Ｏ Ｈ

　 　 　 结构式　 　 　 　 　 　 　 　 　 结构式

结构简式为 ＣＨ４ 　 　 　 　 结构简式为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这种用短横线表示分子中原子之间连接顺序和方式的化学式ꎬ称为结构式ꎮ 对于碳原

子个数较多的物质书写太繁琐ꎬ常省略了碳碳键和碳氢键ꎬ写成结构简式ꎮ

(二) 共价键的种类

根据成键时原子轨道重叠方式不同ꎬ共价键可以分为 σ 键和 π 键两种ꎮ
１ σ键　 成键原子的原子轨道沿着轨道对称轴方向以“头碰头”的方式相互重叠所形

成的共价键称为 σ 键ꎮ σ 键沿键轴呈圆柱形对称分布ꎬ其特点是形成的 σ 键可以围绕键轴

图 １￣１　 σ 键和 π 键示意图

自由旋转ꎬ原子间电子云密度大ꎬ比较牢

固ꎬ可以单独存在ꎮ
２ π键　 两个相互平行的 ｐ 轨道在

侧面以“肩并肩”的方式相互重叠所形

成的共价键称为 π 键ꎮ π 键重叠程度

小ꎬ不如 σ 键稳定ꎬ其重叠部分不呈圆柱

形对称分布ꎬ而是具有 １ 个对称面ꎬ成键

原子不能沿键轴自由旋转ꎻπ 键不能单

独存在ꎬ只能与 σ 键共存ꎮ σ 键与 π 键

如图 １￣１ 所示ꎮ
σ 键和 π 键的主要区别见表 １￣１ꎮ
在有机化合物中ꎬ共价单键都是 σ

键ꎬ如甲烷分子中的 Ｃ—Ｈ 键等都是 σ 键ꎬ共价双键通常是由 １ 个 σ 键和一个 π 键组成的ꎬ
共价三键是由 １ 个 σ 键和 ２ 个 π 键组成的ꎮ



有 机 化 学

４　　　　

表 １￣１　 σ键和 π键的主要区别

σ键 π键

形成 “头碰头”重叠ꎬ重叠程度大 “肩并肩”重叠ꎬ重叠程度小

存在 可以单独存在 不能单独存在ꎬ只能与 σ 键共存

分布 沿键轴呈圆柱形对称分布 对称分布于 σ 键所在平面的上下

稳定性性质 键能较大ꎬ较稳定 键能较小ꎬ不稳定

成键原子可沿键轴自由旋转 成键原子不能沿键轴自由旋转

受原子核束缚大ꎬ不易极化 受原子核束缚小ꎬ容易极化

(三) 碳碳键的类型

在有机化合物中ꎬ碳原子不仅能与氢原子或其他元素(Ｏ、Ｎ、Ｓ 等)的原子结合成键ꎬ而
且碳原子之间也可以通过共价键自相成键ꎮ ２ 个碳原子之间共用 １ 对电子的共价键称为碳

碳单键ꎬ用“—”表示ꎻ共用 ２ 对电子的共价键称为碳碳双键ꎬ用“”表示ꎻ共用 ３ 对电子的

共价键称为碳碳三键ꎬ用“”表示ꎮ 碳原子之间的单键、双键和三键可表示如下:

(四) 碳原子的连接方式

碳原子可以由几个、几十个ꎬ甚至更多的碳原子相互以单键、双键或三键连接形成长短

不一的链状和大小不等的各种环状ꎬ由此构成了有机化合物的基本骨架ꎮ 例如:

综上所述ꎬ有机化合物中的碳碳之间可形成单键、双键、三键ꎻ既可形成开放的碳链ꎬ又
可形成闭合的碳环ꎮ 这些结构上的特点ꎬ是造成有机化合物种类繁多的原因之一ꎮ

二、 同分异构现象

在有机化合物的分子中存在着分子式相同、结构和性质不同的现象ꎬ如分子组成都是

Ｃ２Ｈ６Ｏ 的化合物ꎬ可以有下列两种不同性质的有机化合物ꎮ 它们的模型(图 １￣２)、结构式和

主要性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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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乙醇(ａ)和甲醚(ｂ)的球棍模型

　 　 　 Ｃ

Ｈ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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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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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Ｃ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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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乙醇　 　 　 　 　 　 　 　 　 　 　 　 　 甲醚

(沸点 ７８ ３℃ꎬ能与金属钠反应)　 　 (沸点－２３ ６℃ꎬ不能与金属钠反应)
这种分子组成相同ꎬ而结构不同的化合物互称为同分异构体ꎬ这种现象称为同分异构现象ꎮ
同分异构现象是有机化合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ꎬ而且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ꎬ同分

异构体的数目也迅速增加ꎬ这是造成有机化合物种类众多的又一重要原因ꎮ 同时也因为同

分异构现象的存在ꎬ有机化合物一般写结构式或结构简式ꎬ不写分子式ꎮ

第３ 节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及表示方法

一、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有机化合物种类和数目繁多ꎬ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ꎬ需要一个完整的分类系统ꎮ 一般

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根据碳原子的连接方式(碳架)分类ꎻ另一种是按官能团分类ꎮ

(一) 按碳架分类

有机化合物

开链化合物(脂肪族化合物)

闭链化合物
碳环化合物

脂环族化合物

芳香族化合物{
杂环化合物

{
{

１ 开链化合物　 又称为脂肪族化合物ꎬ因为最初是在脂肪中发现的ꎮ 这类有机化合物

的特点是分子中的碳架呈开链状结构ꎬ化合物中碳架形成一条或长或短的链ꎮ 碳链可以是

直链ꎬ也可以带支链ꎮ 例如:

ＣＨ２ＣＨ３ ＣＨ２ ＣＨ２ ＣＨ３ 　 　 　 ＣＨＣＨ３

ＣＨ３

ＣＨ２ ＣＨ３ 　 　 　 Ｃ

ＣＨ３

ＣＨ３

ＣＨ３

ＣＨ３

　 　 　 正戊烷　 　 　 　 　 　 　 　 　 　 　 　 异戊烷　 　 　 　 　 　 　 　 　 新戊烷

２ 闭链化合物　 这类化合物分子中ꎬ碳原子之间或碳原子与其他元素的原子相互结合

成环状结构ꎮ 根据成环的原子种类不同又可分为碳环化合物和杂环化合物两类ꎮ
(１) 碳环化合物:是指完全由碳原子组成的环状化合物ꎮ 根据碳环的结构又可分为脂

环族化合物和芳香族化合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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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脂环族化合物:是指与脂肪族化合物性质相似的碳环化合物ꎮ 例如:

２) 芳香族化合物:大多数含有苯环或稠合苯环ꎬ其性质与脂环族化合物不同ꎬ具有一些

特殊性质ꎮ 例如:

(２) 杂环化合物:是指环中除碳原子外ꎬ还含有其他元素原子的化合物ꎮ 例如:

(二) 按官能团分类

像乙烯(ＣＨ２ ＣＨ２)、丙烯 (ＣＨ２ ＣＨ—ＣＨ３)、丁烯这类化合物都具有相似的化

学特性ꎬ这是因为它们分子中都含有碳碳双键原子团ꎮ 像这种能决定一类有机化合物化学

性质的原子或原子团称为官能团ꎮ
根据分子中所含官能团的不同ꎬ可将有机化合物分为若干类ꎬ见表 １￣２ꎮ

表 １￣２　 常见官能团和有机化合物类别

化合物类别 官能团 名称 实例

烯烃 Ｃ Ｃ 双键 ＣＨ２ ＣＨ２乙烯

炔烃 Ｃ Ｃ 三键 ＣＨ ＣＨ 乙炔

卤代烃 —Ｘ 卤原子 ＣＨ３Ｃｌ 一氯甲烷

醇 —ＯＨ 羟基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乙醇

酚 —ＯＨ 羟基 Ｃ６Ｈ５ＯＨ 苯酚

醛 —ＣＨＯ 醛基 ＣＨ３ＣＨＯ 乙醛

酮
Ｃ

Ｏ

 酮基
Ｃ

Ｏ



Ｈ３Ｃ ＣＨ３ 丙酮

羧酸
Ｃ

Ｏ



ＯＨ
羧基 ＣＨ３ＣＯＯＨ 乙酸

硝基化合物 —ＮＯ２ 硝基 Ｃ６Ｈ５ＮＯ２硝基苯

二、 有机化合物的表示方法

有机化合物构造式的表达方式有如下三种:结构式(蛛网式)即有机物分子中原子间的一

对共用电子(一个共价键)用一根短线表示ꎬ将有机物分子中的原子连接起来的式子ꎮ 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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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准确地表示了组成有机化合物分子的原子种类和数目ꎬ以及分子内各个原子的连接顺序

和连接方式ꎬ但书写起来比较繁琐ꎮ 结构简式即结构式中省略碳碳单键或碳氢单键等短线后

形成的式子ꎻ结构简式既能表示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原子间的连接顺序及方式ꎬ书写起来

也比结构式简单ꎬ所以是表示有机化合物最常用的表示方法ꎮ 键线式是将碳、氢元素符号省

略ꎬ只表示分子中键的连接情况ꎬ每个拐点或终点均表示有一个碳原子的式子ꎮ 例如:

结构式 结构简式 键线式

Ｃ

Ｈ

Ｈ

Ｈ

Ｃ

Ｈ

Ｈ

Ｃ

Ｈ

Ｈ

Ｃ

Ｈ

Ｈ

Ｃ

Ｈ

Ｈ

Ｈ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３

ＣＨ３ ＣＨ２ ＣＨ２ ＣＨ２ ＣＨ３

Ｃ

Ｈ

Ｈ

Ｈ

Ｃ

Ｈ

Ｈ

Ｃ

Ｈ

Ｃ

Ｈ

Ｃ

Ｈ

Ｈ

Ｈ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 ＣＨＣ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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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线式在环烃及大分子结构中使用比较普遍ꎮ

第４ 节　 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一、 共价键的断裂方式与反应类型

有机化学反应是旧键的断裂和新键的形成过程ꎬ旧键的断裂方式不同ꎬ有机化学的反

应类型不同ꎮ 共价键断裂方式主要有两种:均裂和异裂ꎮ

(一) 均裂与游离基反应

均裂是指共价键断裂时电子对平均分配到两个键合原子上ꎬ形成带有单电子的原子或

基团ꎮ 如下所示:
Ａ ∶ Ｂ→Ａ＋Ｂ

经均裂形成的带有单电子的原子或基团称为游离基或自由基ꎮ 游离基在反应中作为

活性中间体出现ꎬ只能瞬间存在ꎮ 由共价键的均裂产生游离基进而引发的反应称为游离基

反应ꎬ也称自由基反应ꎮ 游离基反应一般在光、热或过氧化物存在下进行ꎬ多为连锁反应ꎬ
反应一旦发生ꎬ将迅速进行ꎬ直到反应终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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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异裂和离子型反应

异裂是指共价键断裂时电子对完全被一个原子所占有ꎬ形成带相反电荷的正、负离子ꎮ
如下所示:

Ａ ∶ Ｂ→Ａ＋＋ [ ∶ Ｂ] －

因共价键的异裂产生带正电荷或负电荷的离子而进行的化学反应称为离子型反应ꎮ 共价

键的异裂往往是在外电场或酸碱等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的ꎮ 产生的离子也是非常不稳定的中

间体ꎬ也只能瞬间存在ꎮ 但它能引发反应ꎬ对反应的发生起重要的作用ꎮ 有机化学中的离子型

反应一般发生在极性分子之间ꎮ 根据反应试剂类型的差异ꎬ离子型反应又分为:

离子型反应

亲电反应
亲电取代反应

亲电加成反应{
亲核反应

亲核取代反应

亲核加成反应{
{

二、 反应形式与反应类型

有机化学反应也常根据反应物与生成物的组成与结构的变化进行分类ꎮ

(一) 取代反应

有机化合物分子中的原子或基团被其他元素的原子或基团所替代的反应称为取代反

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ꎮ 例如:

ＣＨ４＋Ｃｌ２
　 紫外线　

→ＣＨ３Ｃｌ＋ＨＣｌ

(二) 加成反应

有机化合物与另一物质(加成试剂)作用ꎬ其中有机化合物两原子之间的 π 键断开ꎬ断
开 π 键的两个原子各加上一个加成试剂中的一价原子或基团ꎬ形成两个新的 σ 键的反应称

为加成反应(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ꎮ 例如:
ＣＨ２ ＣＨ２＋Ｂｒ２ → ＣＨ２

Ｂｒ

ＣＨ２

Ｂｒ

(三) 聚合反应

由低分子结合成高分子(或较大分子)的反应称为聚合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例如:

ｎＣＨ２ ＣＨ２

　 ２００℃ꎬ２００ＭＰａ　
Ｏ２

→ＣＨ２—ＣＨ２

(四) 消除反应

有机化合物分子中消去一个简单分子(如 Ｈ２Ｏ、ＨＸ 等)而生成不饱和化合物的反应称

为消除反应(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ꎮ 例如:

ＣＨ３ＣＨ２Ｃｌ
ＮａＯＨ

　 ＣＨ３ＣＨ２ＯＨ　
→ＣＨ２ ＣＨ２＋ＨＣｌ

(五) 重排反应

有机化合物由于自身的稳定性较差ꎬ在常温、常压下或在某些试剂及加热等外界因素

的影响下ꎬ分子中的某些基团发生转移或分子中碳原子骨架发生改变的反应ꎬ称为重排反

应(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ꎮ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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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 ＣＨ ＋Ｈ２Ｏ
　 ＨｇＳＯ４ 　
Ｈ２ＳＯ４

→
ＣＨ

ＯＨ

ＣＨ２é

ë

ê
ê

ù

û

ú
ú

　 重排　
→ＣＨ３ＣＨＯ

烯醇

链 接 有机化合物分子式和结构式的确定

正确写出某有机化合物的分子式，则需要知道该化合物分子中所含元素的种类和

数目。 对有机化合物进行定性分析来确定其组成元素；通过元素的定量分析，求出

各元素的质量比，计算出它的实验式（最简式）；再通过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和计算

来确定它的分子式。

例如，实验测得某碳氢化合物 A 中，含碳 80％、含氢 20％，求该化合物的实验

式；又测得该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是 30，求该化合物的分子式。

解：（1） 求实验式（N ￣表示原子数目）

N （C）∶N （H）=
80％
12

∶
20％
1

= 1∶3

该化合物的实验式是 CH3。

（2） 求分子式：设该化合物分子中有n 个 CH3，则：

n =
Mr（A）

Mr（CH3）
=

30

15
= 2（Mr 代表分子、原子或原子团的相对质量)

该化合物的分子式是 C2H6。

答：该碳氢化合物的实验式是 CH3，分子式是 C2H6。

由于有机化合物中普遍存在着同分异构现象，1 个分子式可能代表 2 种或更多种

不同结构的物质；因此只有确定了结构式，才能确定某有机化合物。 许多时候人们

常利用物质的特殊性（官能团特性），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实验来确定有机物的结构

式。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红外光谱、磁共振谱、质谱、X 射线衍射法、紫外光谱等

近代物理方法已成为测定和研究分子结构的重要手段。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下列性质不属于有机化合物特性的是(　 　 )

Ａ 易燃　 　 　 　 　 Ｂ 反应较缓慢

Ｃ 熔点低 Ｄ 溶于水

２ 有相同分子式、不同结构式的化合物互称(　 　 )
Ａ 同素异形体 Ｂ 同分异构体　
Ｃ 同位素 Ｄ 同系物

３ 下列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是(　 　 )
Ａ 甲烷 Ｂ 乙烯

Ｃ 一氧化碳 Ｄ 乙醇

４ 有机化合物中原子间大多数以(　 　 )结合

Ａ 离子键 Ｂ 共价键

Ｃ 氢键 Ｄ 配位键

５ 据碳原子结构特点ꎬ在有机化合物中ꎬ碳原子的

价键数是(　 　 )
Ａ 四个以上 Ｂ 四个

Ｃ 四个或两个 Ｄ 任意个

６ 有机化合物中的碳碳共价键没有(　 　 )
Ａ 碳碳单键 Ｂ 碳碳双键　
Ｃ 碳碳三键 Ｄ 碳碳四键

７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Ａ 含碳的化合物一定是有机化合物

Ｂ 有机化合物中一定含有碳元素

Ｃ 在有机化合物中ꎬ碳的价键可以是二价ꎬ也可

以是四价

Ｄ Ｈ２ＣＯ３ 可以归类为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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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下列物质不能燃烧的是(　 　 )
Ａ 甲烷 Ｂ 汽油

Ｃ 二氧化碳 Ｄ 乙醇

９ 有机化学反应式只能用箭头而不能用等号来连

接的原因是(　 　 )
Ａ 有机物不同于无机物

Ｂ 大多数有机化学反应复杂ꎬ副反应、副产物比

较多

Ｃ 大多数有机物熔点低、易燃烧

Ｄ 大多数有机化学反应速度比较慢

１０ 下列结构式书写错误的是(　 　 )
Ａ ＣＨ３ＣＨ３ Ｂ ＣＨ２ ＣＨ２

Ｃ ＨＣ ＣＨ Ｄ Ｏ Ｃ Ｏ

二、 填空题
１ 与无机化合物相比ꎬ有机化合物的特性为　 　 　 　 、

　 　 　 　 、 　 　 　 　 、 　 　 　 　 　 、 　 　 　 　 、
　 　 　 　 、　 　 　 　 ꎮ

２ 有机化合物中碳元素总是显　 　 　 　 价ꎬ碳碳之

间不仅可以单键相结合ꎬ而且还可形成　 　 　 　
或　 　 　 　 键ꎮ

３ 有机化合物的主要组成元素有 　 　 　 、　 　 　 、
　 　 　 　 、　 　 　 　 、　 　 　 　 等元素ꎮ

４ 有机化合物有两种分类方法ꎬ即根据　 　 　 　 分

类和根据　 　 　 　 分类ꎮ
５ 造成有机化合种类繁多的主要因素有 　 　 　 　

　 　 　 　 、　 　 　 　 ꎮ
６ 有机化合物中　 　 　 　 相同ꎬ而　 　 　 　 不同的

现象ꎬ称为同分异构现象ꎮ
７ 分子结构式是指　 　 　 　 ꎮ
８ 官能团指的是　 　 　 　 ꎮ

(赵桂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