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无 机 化 学 学 报 卷

三 标准生成怡计算 依据上述热化学方程式
,

可计算标准生成焙

纵嵘
二

嵘
产物一△礁

得
一街呱

, 。 ‘ ·

 土
·

一,

一街嵘
二 , 。 ‘ 土

·

一,

有关物质的纵嵘 值参见文献【
,

参 考 文 献

石进超等
,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一 一 一

杨新法等
,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

, , ‘

翻 “ 盯 “月一 ,

朋 服
 鹅

沐“ ,

 !

安绪武等
,

化学学报
,

‘
,

一

】   氏 办月口用如
, ,

 !

 !

 

 

巴刀毋 臼 刃。 怜“ 成陀  
,

万加  

 
,

 !
,

一 一 』
,

“ 一 一 土 一犯 一 土
·

一, 一

,  !∀ ∀ #
∃
%
∃
&

二
T h

e e n
th

a
1 P i

e s o
f fo

r
m

a
t i
o n o

f t h
e s e

co m p l
e x e s

h
a v e

b
ee

n
ca 一
e u一a ted to b e 一20 9 4

.
7 土 6

.
9 a n d 一9 6 4

.
6 土 7

.
sk J

·

m
o
l

一 1

res

p
ee

t
i
v e 一y

.

K ey w ord s: co m P l
ex hea t o f eo口b usti o . e. tha lp y of fo r口a d o m P la n t h o r m o . e



学 学 报 10 卷

3
.
o
cm
3 1
.
00 x 10一 2

m
o
l / d m

3

p H 位至 5
.
5 ,

稀释至 loem , ,

无 机 化

A sal和 1
.
oem 3

测定荧光光谱
.

1
.
oo x lo一 ,

m
o l / d m

’ P h e n 乙醇一水溶液
,

调节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电子光谱

图 一中
a 、

b

、
c

分别是乙醇一水溶液中 N d
3‘、

H

o , + 、

E

r , +
的氯化物及其与 ^

sa一和 Phen

的二元和三元配合物 的电子光谱
.
由图 1可知

,

N d
, 于、

H

o
3+

、

Er

, ,

形成三元配合物时
,

其超

灵敏跃迁吸收峰分别由 574
.
6 、

4 5 一。
、

5 2 2

.

2
n

m 移到 550
.
2 、

4 5 0

.

5

、

5 2 o

.

Z
n

m

,

它怕的摩尔吸

光度分别由 5刃7
、

3

.

20

、

2.

27
增加到 9.4 7

、

1 2

.

5

、

7

.

20

.

由此可见
,

它们的超灵敏跃迁波长位

置有所变动
,

且其吸收峰的强度显著增大
.
因此

,

L
n3

+

与A
sal 和 P hcn 能形成三元配合物

.

执
马5 0 6 0 0 4 J 0

( a ) tb ,

入《n m

图 1 侧系配合物的吸收光谱

F ig
.
1 A bsoPtion sPeetra oflanthanide eoord ination

eom Pound s

[L n
,

勺= 7
.
so x 一。一 ,

m
o 一/ d m ,

:

[
^

s a 一]= 2 2 5
x 一。

一 Z
m

o
z / d m

,
;

[
P h

e n 】= 7
.
50 x 10一 ,

m
o

l / d m
,

1
.
L n C I

, ,

Z L
n 一p h c n

,

3

.

L
n 一a sa l

,

4

.

L
n

一
sal一P h e n ;

l = Ic m
,

溶剂空白

二
.
配合物的组成和溶解性

用 E D T A 容量法测定 L
n”的含量

,

用元素分析仪测定 c
、

H

、

N 的含量
,

其数据列于表

1中
.
由表 1 中数据可知

,

配合物的组成为 Ln( as al )
, ·

p h
c n

.

它们易溶 于氯仿
、

毗吮
、

二甲

苯
,

溶于 50 一
60 % 的乙醇一水溶液

,

不溶于乙醇
、

苯和丙酮等溶剂
.

表 1 配合物的元素分析数据

T able 1 E lem entalA n alvsisD ata o fC oord ination C om oounds

eom Plex

und俪501
La (asal)3

.ph
foUnd

16.13
16.13
16一

3 5

1 6

.

7 0

1 7

.

1 3

1 7

.

3 5

C a
l

C

.

5
4

.

6 9

5
4

6 1

5 4

.

5 6

5
4

.

3 5

5 3

.

9 6

5 3 8 7

fo

u n

d

5 4

.

8 8

华
N%
一

砂土|
11eslesl
ee!

以(as
al)3.p

Pr( as
a1)3
. p」

5
4

.

3 3

今4
.
5 3

N d (a sa l)
3 . p h e n

S m (
a sa l)

3 ·

p h
e n

E
u

( as
a l )

, .
P h

e n

5 4

.

4 6

5 3

.

9 5

5 3

.

9 2

}
e a l C

.

1

3

.
4 , 3

{ 3
.
4 0 8

4 3
.
4 0 5

} 3
.
3 9 2

{ 3
.
3 6 7

{ 3
.
3 6 1

fo u n d

3
_
3 2 6

3
.
2 8 8

3
.
2 8 0

3 2 9 9

3
.
2 80

3
.
20 0

Ca lC
.

3
一

2 7 0

3

.

2 6 6

3

.

2 6 3

3

.

2 5 0

3

.

2 2 7

3

.

2 2 1

3

.

5 6 0

3

.

5 2 0

3

.

4 5 2

3

,

4 3 6

三
.
荧光光谱

配合物的荧光数据及紫外灯下的颜 色列
一

J

;

表 2
.
从表 2 可知

,

轻稀土配合物均有紫色荧

光
.
其中斓配合物的荧光是受中心离子影响的配体荧光

,

这是因为 L a3
十

的电子构型为 4f “ ,

不能发生从金属到配体的能量转移
.
配合物的最大激发波长均为 325

n m
.



第 l期 翎系离子同乙酞水杨酸和 l
,

l卜二氮杂菲三元配合物的研究
·

9 9

·

T
a
b l

e
Z

配合物的荧光数据

ect ra D ata ofC OOTdination C om 0Ounds

eom plex 碑la石ve in 协n sity 华必擎匕一丰一119皿n Q I

les

可
es

⋯sal)sal)sal)La(a
三叮

“

r T 气巳

N d (
a s a

l
)

,

S m (
a s a l

)
,

.
p h

e n

.
p h e n

·
p h

e n

.

P h
e n

.

p h
e n

表 2

Fluorescence S
之,

(
n m )

3 2 5

3 2 5

3 2 5

3 2 5

3 2 5

E u
(
a s a l )

, .
P h

e n
3 2 5

1 0
.

5

2 0
.
2

44
.0

2 4
.

5

1 2
.
6

3 9
.
0

5 9
.
8

6 3 5

6 5 5

6
64

6 6 3

6 1 0

6 2 1

6 7 3

C 0 1
0 U r

P
u 印le

pu rple

Pu印le

pu印le

Pu印Ie

pur’P le

四
.
热重分析

由 N d (asal),
·

p h
e n 的热重图可知

,

在 218℃它开始分解
,

2 9 2

.

4 ℃显著分解
,

4 7 5 ℃分解

完全
.
在 645 ℃达到恒重

,

生成 N d
20 3

,

其产率为 19
.
02 %

,

与理论产率 19
一

25 % 相吻合
.
其余

配合物的热重谱与之基本相似
.

五
.
红外光谱

从 L
n(asal),

·

p h
e n 的红外光谱可知

,

A sa l 的经基吸收 (2400一3 2 0 0 e m
一 ,

)消失
,

乙酸基的

c = o 振 动 ( 一 17 o oc m
一 ,

)依 然 存 在
,

一 16 80 cm
一, 处 的 梭拨 基 、(C = o )吸 收 红 移 到

一6 2 o
cm

一 , .
P h

e n 的 vC
_N 吸收(一 16 14 em

一,
) 红移到一 160

0Cm

一 , ,

且与拨基吸收峰重叠
,

呈现

出较宽的肩峰
. P h en 环 e 一N 振动 (一

446,

一
422cm

一,
) 吸收分别红移到一 142ocm

一 ,

和一

14o sem
一 ’. 并显著加强

.
一4 2o e m

一 , 处出现 L
n一0 吸收峰

.

参 考 文 献

川 R oy
,

A

.

e t a
l

. ,

B

u

ll

.

C h

e

m

.

S

o c
.

Ja 胆
n ,

5 1
(

5
)

,

1 5 2 5 ( 1 9 7 8 )

.

[
2

1
T

o 。
。
o.a ,

3

.

M

.

H
八p

. ,

滚
,

厅 ‘o p.
Xu

,
. ,

34 ( 9 )

,

2 2 2

4--

2 2 3 仪1989)
.

[3]张仲生等
,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 6 ( 4 )

,

6 9 一7 5 ( 1 9 9 0 )
.

S T U D Y o N T E R N A R Y C o o

毕俐
A T , o N C o M p 0 U N D S

O F L A N T H A N I D E S W I T H

A C E T Y L S A L I C Y L I C A C I D A N D o 一P H E N A N T H R O L IN E

N iu X u a n i
u n

Q i
a n B o G a o G ailin g W

a n g L id a C h e n g S h u y in g

(D e那
rro entof C hem 众rry

,

Sh

a 献1N
orm alU 瓜ve rsily

,

万勿n 7 10 0 6 2 )

T h e s o lid
s ta te t e r n a

ry
e o o r

d i
n a tio n e o

m P
o u n d s o f la n th a n id e s w ith a

cc
ty ls a lie y lie a e id

(A
s a
l)

a n d o 一P h
e n a n t h r o lin e ( P h

e n
) h a v e b e e n s y n th e s izc d

.
T h e

co m P o s itio n o f th
e

co
o r d in a t io n

co m P o u n d s d e te r m i
n e d b y s P ee

t r o P h
o t o m

e tr y a n d e le m
e n ta l a n a ly s is 15

L n (
a sa l)

3 ·

p h
e n

,

w h
c r c

L
n s t a n

d
“
fo
r L a

,

C
c

,

p
r

,

N d

,

S m

,

E
u

.

T h
e c

l
c c t r o n

i
c a

b
s o r

p t
i

o n s
p

e c t r a

o
r N d

3 千,

H
o 3 + a n

d E
r 3 干

w i
t h A

s a
l
a n

d p h
e n

w
e r e

i
n v e s t i g

a
te d i

n e t h
a n o

l i
e 一w a te r s o lv e n t s y s

·

te m

.

T h
e

fl

u o r e s e e n

cc

s
P

e e t r a
,

i
n

fr
a r e

d
s

P
e e t r a

,
t

h
e

rm

o s t a
b i l i t y

a n
d

s o
l

u
b i l i t y

o
f th

e

co

o r
d i

n a t i
o n e o

m P
o u n

d
s

w
e r e s t u

d i
e

d
a

l
s o

.

K
e y w o

rd
s : a c e t y l

sa
l i

e y l l
e a e

i d 少ph
e.a.throli.e eoordinatlo. com pe

undoflauthanon

卜y pe rsen sitive tra nsi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