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性分子绝对构型的确定 
 
手性分子可以分为下面几种类型：中心手性分子，轴手性分子，平面手性分子及螺旋手性分

子。 

下面用 R/S 命名法依次对它们进行命名。 

中心手性分子： 如果一个原子连接四个不同的基团，则称这个原子具有手性。常见的有 C, 

N, P, S, Si, As 等原子。 

判断方法：先将与手性原子相连的四个原子（团）按次序规则进行排列，然后将次序最小的

原子（团）放在距观察者最远的位置，再观察其他 3 个原子（团）的排列次序，若由大到小

的排列次序为顺时针方向，则 R 为型，若为逆时针方向，则为 S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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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手性分子：四个基团围绕一根轴排列在平面之外的体系，当每对基团不同时，有可能是不

对称的。轴手性分子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丙二烯型分子：

螺环型分子：

环外双键型分子 ：

联苯 型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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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方法：从左向右看，先看到的基团为近端，用实线表示，后看到的基团为远端，用虚线

表示，然后从近端的大基团看到近端的小基团再看到远端的大基团（不看远端的小基团），

若为顺时针方向，则为则 R 为型，若为逆时针方向，则为 S 型. 
平面手性分子：平面手性通过对称平面的失对称作用而产生，其手性取决与平面的一边与另



一边的差别，还取决与三个基团的种类。判断方法：第一步是选择手性平面，第二步是确定

平面的优先边，这个优先边可以通过按标准的顺序规则在直接连接到平面原子的原子中找到

哪一个是最优先的来确定。连接到平面的一套原子中的最优先原子，即先导原子或导向原子

标记了平面的优先边（标记为 1 号），第二优先（标记为 2 号）给予手性平面直接与 1 号基

团成轴连接的原子，等等，对于 1-2-3 为顺时针方向，则为 Rp 为型，若为逆时针方向，则

为 Sp 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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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手性分子：螺旋性是手性的一个特例，其中分子的形状就像右的或左的螺杆或盘旋扶梯，

从旋转轴的上面观察，看到的螺旋是顺时针方向的定为 P 构型，而逆时针方向的定为 M 构

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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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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