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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结构 醇羟基中的氧原子是sp3杂化，两对孤对电子分占两个sp3杂化轨道，另
外两个sp3杂化轨道一个与氢形成σ键，另一个与碳的sp3杂化轨道形成σ键。
甲醇的结构以及甲醇和乙醇的球棒模型如下所示： 二、醇的性质 （一）物理性质 包含1～11个碳原子
的直链饱和一元醇为液体，12个碳原子以上的高级醇是蜡状固体。
直链饱和一元醇的沸点与烷烃一样，也是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而有规则地上升，碳原子数相同的醇则
含支链愈多，沸点愈低。
低级醇的沸点比分子量相近的烷烃的沸点高许多。
例如，甲醇（分子量32）的沸点为64.9℃，而乙烷（分子量30）的沸点为—88.6℃，这是醇分子间能借
氢键缔合的缘故。
氧的电负性远大于氢和碳，醇分子中的碳—氧键和氧—氢键都是强极性键，一个醇分子中羟基带部分
正电荷的氢与另一个醇分子中电负性很强的氧靠近，由静电引力相互吸引形成氢键。
 除了氧原子外，氢还能与电负性大的氟、氮形成氢键。
氢键的键能约为大多数共价键键能的1／10，远远大于一般分子间的引力。
醇在液体状态是借氢键作用相互结合的，这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子通过氢键相互结合成为一个不
稳定的复分子的现象称为缔合。
由于醇分子间相互缔合，当液体醇汽化时，不仅要破坏分子间的范德华引力，而且还必须消耗足够的
能量使氢键破裂，所以醇的沸点比分子量相近的烷烃高许多。
随着碳链的增加，醇与烷烃的沸点差距逐渐减小，这是由于随着碳原子数目的增加，羟基在分子中所
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且烃基增大，也会阻碍氢键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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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苏省评优精品教材:有机化学(第2版)》上课时数为90～100学时，适用于医学、生物技术、药学等
专业的学生使用，不同专业教学时可根据需要选用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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