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类、油脂和蛋白质”知识答惑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龙津中学　 　 ５１８１００　 　 黄丽妮

　 　 一、“糖类、油脂和蛋白质”都属于高分子化

合物吗？
答：糖类中的多糖（如淀粉、纤维素）和蛋白

质的相对分子质量较大，属于高分子化合物；而糖

类中的单糖（如葡萄糖、果糖等）、低聚糖（如蔗

糖、乳糖等二糖）和油脂的相对分子质量较小，不
属于高分子化合物。

二、“糖类、油脂和蛋白质”都能发生水解反

应吗？
答：糖类中的低聚糖（如蔗糖、乳糖等二糖）、

多糖（如淀粉、纤维素）和油脂及蛋白质都能发生

水解反应，而糖类中的单糖（如葡萄糖、果糖）不

能发生水解反应。
三、用什么试剂来鉴别葡萄糖溶液和果糖溶

液？
答：葡萄糖能与溴水反应（被溴水氧化）而

使溴水褪色，果糖不能与溴水反应而不能使溴

水褪色；葡萄糖不能与澄清石灰水反应因而与

澄清石灰水混合没有明显现象产生，果糖能够

与澄清石灰水反应生成果糖化钙白色沉淀。 所

以，可用溴水或澄清石灰水来鉴别葡萄糖溶液

和果糖溶液。
四、什么叫茚三酮反应？ 茚三酮反应有何用

途？
答：在加热及弱酸性环境下，氨基酸或肽与

茚三酮作用生成有特殊颜色（大多数氨基酸与

茚三酮作用生成蓝紫色物质，天冬氨酸与茚三

酮作用生成棕色物质，脯氨酸或羟脯氨酸与茚

三酮作用生成黄色物质）的化合物及相应的醛

和二氧化碳的反应，叫做茚三酮反应。 该反应

广泛应用于食品、法医、临床诊断等领域中氨基

酸或蛋白质的定性或定量检验。
五、矿物油与植物油的化学成分相同吗？
答：不相同。 矿物油的化学成分为烃类（包

括烷烃、环烷烃、芳香烃等）物质；而植物油的化

学成分为不饱和高级脂肪酸形成的油脂。

六、油脂能使溴水或酸性 ＫＭｎＯ４ 溶液褪色吗？
答：由不饱和高级脂肪酸形成的油脂（如植

物油）分子中含有碳碳不饱和键，能够发生加成

反应而使溴水褪色，能够被酸性 ＫＭｎＯ４ 溶液氧化

而使酸性 ＫＭｎＯ４ 溶液褪色。 由饱和高级脂肪酸

形成的油脂（如动物油）分子中不含碳碳不饱和

键，不能使溴水和酸性 ＫＭｎＯ４ 溶液褪色。
七、淀粉和纤维素在人体内都能发生水解吗？
答：人体内含有使淀粉水解的淀粉酶，而不含

使纤维素水解的酶，所以淀粉在人体内能够水解，
且淀粉在人体内水解的最终产物为葡萄糖；纤维

素在人体内不能够发生水解。
八、淀粉溶液和鸡蛋白溶液属于胶体吗？
答：属于。 因为淀粉分子的直径和鸡蛋白分

子的直径都在 １ ～ １００ ｎｍ，所以淀粉溶液和鸡蛋

白溶液属于胶体。
九、淀粉胶体能产生电泳吗？
答：不能。 因淀粉胶粒不带电，所以淀粉胶体

不能产生电泳。
十、常温下，在盛有葡萄糖或果糖溶液的试管

中加入新制 Ｃｕ（ＯＨ） ２ 悬浊液，并充分振荡试管，
能观察到什么现象？

答：常温下，在盛有葡萄糖或果糖溶液的试管

中加入新制 Ｃｕ（ＯＨ） ２ 悬浊液，并充分振荡试管，
能观察到 Ｃｕ（ＯＨ） ２ 沉淀溶解，形成降蓝色溶液。
这是因为葡萄糖或果糖分子中均含有多个醇羟基

而具有多元醇的性质，葡萄糖或果糖能与新制

Ｃｕ（ＯＨ） ２反应形成了降蓝色溶液。
十一、如何检验淀粉的水解程度？
答：检验淀粉水解程度的方法为：
１． 实验流程如图 １ 所示。
２． 现象与结论，见表 １。
３． 注意事项：（１）检验淀粉时，必须直接取水

解液加入碘水，不能取中和液加入碘水，因为 Ｉ２
能与 ＮａＯＨ 溶液发生反应。 （２）检验淀粉水解产

物时，必须在水解液中先加入 ＮａＯＨ 溶液中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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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的合理利用导学∗

江苏省海安市城南实验中学　 　 ２２６６０１　 　 徐惠勇

　 　 “化石能源的合理利用”是人教版（２０２４）初

中化学上册教材第 ７ 单元课题 ２ 的内容，旨在通

过介绍化石燃料的种类、形成、利用方式及其环境

影响，引导学生理解能源利用的科学原理，培养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同时通过对化石燃料

的使用年限进行估算，认识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

资源的重要性。
一、化石能源及其种类

１． 化石能源

化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它

们都是由古代生物的遗骸在地下高压高温条件

下，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变化转化而来。
２． 化石能源的种类

（１）煤：黑色的固体，被誉为“工业的粮食”，
广泛应用于发电、供暖及钢铁冶炼等领域。

（２）石油：液态的“黑色黄金”，不仅是交通运

输的“血液”，还是众多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料。
（３）天然气：无色无味的清洁燃料，主要成分

为甲烷，用于家庭烹饪、供暖及化学工业等。
注意：３ 大化石燃料都属于混合物。
例题 １　 （２０２４ 年泸州） 《汉书》中记载：“高

奴县有洧水，可燃”。 这里地下冒出的黑色“洧

水”指的是（　 　 ）。
Ａ． 石油　 Ｂ． 猪油　 Ｃ． 矿泉水　 Ｄ． 盐湖水

解析　 石油是由有机物质形成的，包括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残骸。 在这些有机物质死亡之后，它们

逐渐被埋在深层的沉积岩层中，受到地热和地压的

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有机物质发生了化学反

应，最终形成了石油，石油为黑色液体，可燃，故这里

地下冒出的黑色“洧水”指的是石油。 答案为 Ａ。
■■■■■■■■■■■■■■■■■■■■■■■■■■■■■■■■■■■■■■■■■■
▶

图 １
表 １

情况 现象 Ａ 现象 Ｂ 结论

① 溶液呈蓝色
未出现银镜（或砖红色沉

淀）
淀粉未水解

② 溶液呈蓝色 出现银镜（或砖红色沉淀）
淀粉部分水

解

③
溶液不呈蓝

色
出现银镜（或砖红色沉淀）

淀粉完全水

解

溶液呈碱性，因为淀粉水解实验用稀硫酸作催化

剂，而水解产物与银氨溶液或新制 Ｃｕ（ＯＨ） ２ 反应

必须在碱性条件下进行。
十二、蛋白质的盐析与变性有什么区别？
答　 蛋白质的盐析与变性的区别为：

１． 定义不同：当向蛋白质溶液中加入少量轻

金属的无机盐（如硫酸铵、硫酸钠、氯化钠等）的

浓溶液时，可以使蛋白质的溶解度降低而从溶液

中析出，这种作用称为盐析。 而在某些物理因素

（包括加热、加压、搅拌、振荡、紫外线照射、超声

波）或化学因素（包括强酸、强碱、重金属盐、甲
醛、苯酚等）等的影响下，蛋白质的理化性质和生

理功能发生改变的现象，称为蛋白质的变性。
２． 原理不同：盐析使蛋白质的溶解度降低，从

而使蛋白质产生沉淀，盐析属于物理变化，盐析是

一个可逆过程。 变性改变了蛋白质分子内部的结

构和性质及生理功能，变性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属
于化学变化。

３． 影响不同：盐析出的蛋白质稀释后仍能溶

解，并不影响蛋白质的活性。 变性后的蛋白质

在水中不能重新溶解，同时也会失去原有的生

理活性。
４． 用途不同：采用多次盐析和溶解，可以分离

提纯蛋白质。 变性原理可用于杀菌消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 － ０９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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