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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son结构聚金属氧酸盐有机 一无机复合物 

[{Y(DMSO) (H2O) ){Y(DMSO)s)】[P2W sO62】·2DMSO·2H20 

的合成、性质及晶体结构 

王敬平 郭东杰 牛景扬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开封 475001) 

以 a．H P W。。0 ·nH 0，Y 03，DMSO(二甲亚砜 )为原料合成了 Dawson结构聚金属氧酸盐有机 一无机复合物 【IY(DMSO)5 

(H O)3}{Y(DMSO)。l】[P W。。O 】·2DMSO ·2H O(1)，化合 物 晶体属 于单斜 晶 系，P2-／C空 间群 ，M =5803．06，a=1．7614(4) 

nm，b=3、1527(6)nm，c=2．1523(4)nm，口=90．40(3)o，V=l1．963(4)nm ，D =3．222g·cm一3， ：l8．566mm一1 9 Z=4，F(000) 

=10464。由 17342个可观测衍射点[，≥ 2or(，)】用于精修所有的结构参数，得一致性 因子 R=0．0745，wR=0、1438。结构解析 

表明，化合物中两个 Y，+离子的配位环境均为八配位的畸变双冠三棱柱构型。CV行为研究表明，标题化合物中阴离子 (pH= 

5．5)存在五步还原过程，得电子数依次为 l，l，l，l，2。化合物的 IR光谱和 x一射线衍射结果表明，固态条件下配阳离子与杂多 

阴离子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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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金属氧酸盐为一大类多核配合物，具有分 

子结构独特 、分子易于设计 和组 装 的特点 】̈。聚金 

属氧酸盐可作为电子受体与 有机 电子给体结合， 

形成有机 ．无机复合物，这类化合物具有优 良的 

物理性质。在光 、电、磁和超 导领域有潜在 的应用 

前景 。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报道 【，，引。但在通 

常的有机 ．无机复合物结构中，有机分子与杂多 

阴离子之间虽然存在氢键 、范德华力 、静电引力等相 

互作用，但由于作用力太弱，致使这类化合物的晶体 

稳定性较差。我们从分子设计的角度出发，向这类 

结构中引入金 属离子。 目的是使金 属离子与有机给 

体配位，以期增强对有机给体的作用力。进而提高晶 

体的稳定性，并希望产生新的结构和性质。我们曾 

报道了 Keggin结构杂多阴离子和配位 阳离子形成 

的有机 一无机 复合 物 】。本 文合 成 了 Dawson结构 

杂多 阴离子与配 阳离 子形成 的复合物 [{Y(DMSO) 

(HzO)3}{Y(DMSO)s}】[P：W·s062】·2DMSO·2H2O， 

并通过单晶 x一射线衍射测定了化合物的结构。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和仪器 

Ot．H6P2WI8O62·nH2O依据文献 ，91制备，并通 

过红外及紫外光谱表征。DMSO、盐酸、氧化钇均为 

分析纯。C、H、N元素分析使用 Perkin—Elmer 240C型 

元素分析仪；红外光谱使用 Nicoletl70傅立叶变换 

红外光谱仪，KBr压片，范围400 4000cm ；热重 

分析采用 Perkin．Elmer7型热重分析 仪测定。空气气 

氛，升温范围为室温到 700~C。升温速度是 1O℃ · 

min ；电化学分析采用 CHI650电化学分析仪。 

1．2 化合物的制备与元素分析 

0．23g Y 0，(1mmo1)溶于适量盐酸。蒸发至干。 

冷 却后 加 入 到 15mL Ot—H6P2W18062·nH20(4．8g． 

1mmo1)的水溶液 中，在 9O℃下搅拌反应。直 到溶液 

蒸干，其间有刺激性气体放出。将所得固体干燥后放 

置待用 。 

称取 2．4g上述 干燥 样 品溶 于 15mL乙腈 和水 

的混合溶剂 中 (体积比 5：2)，向溶液中缓慢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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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L DMSO，在 9O℃下搅拌反应 10min，冷却， 

过滤．向滤液中加人少量混合溶剂后放置在暗处 

缓慢挥发。数 Et后，有黄色晶体析 出 (产率：约 

65％)。元素分析：分子式 C 0H ooOszP2S 5W sY2(Mf= 

5803．06)，计算值 (％)：C 6．20，H 1．72，S 8．27；实 

验值(％)：C 6．27，H 1．81，S 8．34。 

1．3 单晶结构分析 

选取尺寸为 0．30mm×0．28mm×0．20mm的单 

晶样 品，在 Rigaku—RAXIS—IV面探仪上，采用 M0 

射线，在 293(2)K下收集衍射数据 ，可观察衍射数 

据 17342个。结构分析表明，该晶体属单斜晶系， 

P21／c空间群， M =5803．06， 0=1．7614(4)nm， 

b：3．1527(6)nm， c=2．1523(4)nm， =90．40 

(3)。， V=11．963(4)nm ，D。=3．222g·cm-3 = 

18．566mm～，Z=4，P(000)=10464。所有数 据经 LP 

因子校正 。用直接法得 到全部非氢原子坐标，并 经 

全矩阵最小二乘法精修，最终偏离因子 R=0．0745， 

WR=0．1438，GOF=1．009．40⋯ =2423e·nm一3 

40 =一2570e·nm一3 所有计算均使用 SHLEXS一 

97程序，在 P111—773计算机上进行。 

CCDC：199158。 

2 结果与讨论 

2．1 红外光谱 

从表 1中数据看 出：化合 物 中出现 了与其母体 

酸类似的 Dawson结构特征振动峰，只是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位移，表明化合物中阴离子保持 Dawson结构 

骨架 。在 3009．6cm～，2920．8cm 处 出现 了甲基的 

特征吸收峰，1414．4cm 处还 出现 了 C—H键 的变形 

振动峰。DMSO分子 中 S=O键振动 峰 由原来 的 

1047cm 红移至 1008cm～．这是 由于 S=O键上 的 

氧原子与金属离子配位，氧上电子向金属离子偏移， 

导致 O原子电子云密度降低，S=O键键强减弱，伸 

缩振动频率降低，表明 DMSO是以 S=O键上的氧 

原子与金属离子发生配位作用，晶体结构数据给出 

了同样的证 明。 

对比标题化合物和其母体酸的红外光谱，发现 

标 题化合 物 的 W—O 键振 动 峰 红移 了约 6个 波 数， 

W—O 一W 键 的一个振动 峰则蓝移 了约 8个波数 ，表 

明配阳离子对阴离子有较强的作用。 

标题化合物置于漫反射 光下可变 蓝， 比较变 色 

前后的红外光谱，变蓝后的样品中 w—O 、w—O 一w键 

的振动峰发生 了一定程度 的位移， 这是 由于杂多阴 

离子中的 w 光照后得到电子变成 w¨，使得这些 

键上相应原子 的电子 云密度发生了变化。 

2．2 晶体结构 

标 题 化 合 物 的 分 子 单 元 (见 图 1)由 

1个 [Y(DMSO)s(H：O) ]¨(1)配位 阳离子，1个 

[Y(DMSO)s]̈ (2)配位 阳离子，1个 Ot—P2W s062 杂 

多 阴离 子，2个 游离 的 DMSO分子 和 2个 游 离 的 

H：O分子构成。2个配离子的配位环境不同，Y¨(1) 

离子中有 3个配位 O原子来 自H：O分子，其它均来 

自DMSO分子，而 Y¨(2)离子中 8个配位 O原子均 

来 自DMSO分子 (S9，S12两原子位置无序，占有率 

均为 0．5)，2个 配离子均为八配位的畸变双冠 

三棱 柱构 型，以 Ÿ (2)离子 为例 (图 2)，O7A，O8A， 

O9A，O10A 4个原子，O8A，O9A，O12A，O13A 4个原 

子和 O7A，O10A，O12A，O13A 4个原子分别组成三 

图 1 标题化合物的分子结构图 

Fig．1 Molecular structure of the title compound 

表 1 标题化合物及相关化合物红外数据及指认 

Table 1 IR Spectra of the Title Compound and Related Compound(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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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0A 

OI】A 

O12A 

08A 

图 2 Y“(2)的配 位环境 图 

Fig．2 Coordination environment of Y“(2) 

棱柱 的三个 侧面， 06A，O11A分别 为 2个 冠位 原 

子。O1 1A距离 07A，08A，09A，OIOA所在平面 

0．169nm，O6A距离 O8A，09A，O12A，O13A所在平 

面 0．135nm。在 Y (1)配离子中，配体 DMSO分 子 

中的 O原子与 Y (1)离子形成键 (Y．ODMSO)的键 

长为 0．2325(16)nm，较 Y (2)配离子 中的 Y．Oo so 

键键长短了0．0033(17)nm，其原因可能是 Y (1) 

配离子中有 3个体积较小的 H：O分子参与配位，空 

问位 阻较小 。两个 Y 配离 子 中的 S．O键键 长均处 

于 0．142(2)nm到 0．155(3)nm之问，相对于标题化 

合物中游离的 DMSO分子的S．O键平均键长(0．164 

(5)nm)，有所缩短，在其它化合物中也有类似情 

况 。有趣的是，所有参与配位的 DMSO分子都没有 

形成氢键 ，而与 Y (1)离子配位 的 3个水分 子与 杂 

多阴离子及溶剂分子之问均存在氢键 (见下描述)， 

因此，从单晶生长角度来看，H20分子的参与配位可 

能会对晶体的稳定性起促进作用。 

阴离子具有 Dawson结构，它可以看作由 Keggin 

结构所衍生的两个 ．PW。O， 单元结合成的对称 

性近似于 D， 的簇n J。整个结构由 2个 PO 四面 

体 和 18个 WO 八面体通过共边或共 点相互 连接 构 

成，每个 PO 四面体对称性 为 C， ，2个 PO 四面体 

整体对称性为 D， ，2个 P原子的连线相当于三重转 

轴。从键长数据(表 2)看，化合物中的 2个 PO 四面 

体均发生畸变，其中，PO (1)中的 P-O键平均键长为 

0．1533(13)nm，比PO (2)中 P．0键平均键长短了 

0．0026(13)nm； 0．P．0键 键 角 在 PO (1) 中处 于 

105．4(7)。～1 12．0(7)。之 问 ， 在 PO (2) 中 处 于 

107．7(7)。～111．3(7)。之 问，相 对于正 四面体的键 

角 (109．5。)最 大偏差 依次为 4．1(7)。和 1．8(7)o，表 

明 PO (1)四面体的畸变较大，可能是受 2个配位阳 

离子的影响造成的。 

阴离子中存在两种钨原子，分别称为 “极位”和 

表 2 标题化合物的主要键长 

Table 2 Selected Bond Length of the Title Compound(nm) 

w(1)．0(1) 

W(1)．0(22) 

W(1)。0(2O) 

W(1)。0(23) 

W(1)．0(19) 

W (1)．0(58) 

W(2)．0(2) 

W(2)．0(19) 

W(2)．0(27) 

W(2)．0(26) 

W(2)．0(21) 

W(2)．0(58) 

W(3)．0(3) 

W(3)．0(25) 

W(3)．0(21) 

W(3)。0(24) 

0．1690(14) 

0，1907(16) 

0，1908(15) 

0，1909(16) 

0，1934(14) 

0．2383(11) 

0．1716(14) 

0．1897(14) 

0．1902(15) 

0．1905(13) 

0．1946(13) 

0．2374(12) 

0．1675(13) 

0．1885(16) 

0．1904(15) 

0．1906(15) 

W(3)．0(2O) 

W(3)．0(58) 

W(4)。0(4) 

W(4)．0(32) 

W(4)。0(33) 

W(4)。0(35) 

W(4)．0(24) 

W(4)．0(56) 

W(5)。0(5) 

W(5)。0(36) 

W(5)。0(31) 

W(5)。0(32) 

W(5)。0(25) 

W(5)一0(55) 

W(6)一0(6) 

W(6)。0(37) 

0．2002(16) 

0．2384(11) 

0．1687(14) 

0．1859(12) 

0．1907(12) 

0．1922(12) 

0．1935(13) 

0．2338(14) 

0．1740(15) 

0．1868(13) 

0．1892(13) 

0．1916(12) 

0．1928(15) 

0．2368(12) 

0．1732(13) 

0．1885(13) 

W(6)．0(26) 

W(6)．0(3O) 

W (6)。0(31) 

W (6)．0(55) 

W(7)。0(7) 

W(7)．0(29) 

W(7)。0(3O) 

W(7)。0(38) 

W(7)。0(27) 

W(7)。0(57) 

W(8)．0(8) 

W (8)．0(39) 

W (8)．0(28) 

W(8)。0(22) 

W(8)．0(29) 

W(8)．0(57) 

0．1896(13) 

0．1909(12) 

0．1937(11) 

0．2354(12) 

0．1720(12) 

0．1881(11) 

0．1903(12) 

0．1920(14) 

0．1921(15) 

0．2367(12) 

0．1683(13) 

0．1887(13) 

0．1902(14) 

0．1922(15) 

0．1957(14) 

0．2377(13) 

W(9)．0(9) 

w(9)．0(28) 

W(9)。0(23) 

W(9)。0(34) 

W(9)．0(33) 

W(9)．0(56) 

Y(1)．0(4A) 

Y(1)．0(3A) 

Y(1)。0(2A) 

Y(1)。0(3W ) 

Y(1)．0(5A) 

Y(1)．0(1A) 

Y(1)。0(1W ) 

Y(1)．0(2W) 

0．1692(14) 

0．1896(16) 

0．1911(16) 

0．1915(13) 

0．1916(15) 

0．2402(12) 

0．229(2) 

0．2318(19) 

0．2333(17) 

0．2336(15) 

0．2340(17) 

0．2348(14) 

0．2391(18) 

0．24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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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标题化合物的主要键角 

Table 3 Selected Bond Angles of the Title Compound(。) 

W(2)．0(19)．W(1) 

W(1)．0(20)-W(3) 

W(3)．0(21)．W(2) 

W(1)-0(22)·W(8) 

W (1)．0(23)-W(9) 

W (17)．0(49)．W(14) 

W(18)．0(50)-W(10) 

W(18)．0(51)．W(15) 

W(18)-0(52)-W(17) 

W(17)-0(53)-W(16) 

W(18)．0(54)一W(16) 

P(1)．0(55)．W(6) 

P(1)．0(55)．W(5) 

W(3)．0(24)-W (4) 

W(3)-0(25)-W (5) 

W(6)-0(26)-W (2) 

W(2)．0(27)．W (7) 

W(9)．0(28)．W (8) 

W(7)．0(29)．W(8) 

W(7)．0(30)．W(6) 

W(5)．0(31)．W(6) 

W(4)-0(32)-W(5) 

W(4)一0(33)-W(9) 

W(10)．0(34)．W(9) 

W(1】)一0(35)-W(4) 

W(5)．0(36)-W(12) 

w(6)．0(37)．w(13) 

W(14)．0(38)．W(7) 

W(8)-0(39)-W(15) 

w(14)．0(40)．W(15) 

W(10)．0(41)．W(15) 

W(17)．0(48)．W(13) 

123．5(9) 

l】9．9(10) 

122．6(8) 

149．6(9) 

l53．2(8) 

l49．7(7) 

149．9(10) 

l49．1(8) 

l23．4(8) 

l21．2(7) 

121．0(8) 

l30．0(7) 

l28．6(7) 

149．8(7) 

151．5(7) 

152．1(7) 

l50．6(7) 

l50．1(9) 

l21．9(6) 

148．6(8) 

l21．9(6) 

153．5(8) 

l22．4(6) 

l63．4(8) 

l62．2(8) 

l62．0(7) 

164．6(8) 

161．8(8) 

164．9(9) 

l24．3(6) 

151．2(8) 

l52．7(8) 

W(6)．0(55)．W(5) 

P(1)．0(56)-W (4) 

P(1)．0(56)-W (9) 

W (4)．0(56)-W(9) 

P(1)一0(57)-W (7) 

P(1)．0(57)-W(8) 

W (7)-0(57)-W(8) 

P(1)．0(58)一W(2) 

P(1)．0(58)-W(1) 

0(4A)．Y(1)．0(5A) 

0(3A)．Y(1)-0(5A) 

0(2A)．Y(1)．0(5A) 

0(3W)．Y(1)．0(5A) 

W (2)．0(58)．W(1) 

P(1)．0(58)．W(3) 

W(2)．0(58)．W(3) 

W(1)．0(58)-W(3) 

P(2)．0(59)．W(15) 

P(2)．0(59)．W(14) 

W(15)-0(59)-W(14) 

P(2)．0(60)．W(1 1) 

P(2)．0(60)．W(10) 

W(11)-0(60)-W(10) 

P(2)．0(61)．W(13) 

P(2)．0(61)．W(12) 

W(11)．0(42)．W(10) 

W(12)-0(43)-W(11) 

W(13)．0(44)．W(12) 

W(14)．0(45)．W(13) 

W(16)．0(46)．W(11) 

W(16)．0(47)．W(12) 

90．3(4) 

129．2(8) 

l25．9(8) 

89．9(4) 

l27．3(7) 

126．1(7) 

90．O(4) 

126．1(6) 

l24．6(6) 

l46．2(7) 

71．9(7) 

83．0(8) 

106．1(6) 

90．3(4) 

124．2(6) 

90．5(4) 

90．5(4) 

127．1(7) 

l25．0(7) 

90．9(4) 

128．5(7) 

128．4(7) 

90．4(4) 

126．9(7) 

126．5(7) 

l23．5(7) 

151．8(7) 

121．6(6) 

149．9(8) 

l48．4(8) 

152．2(8) 

0(4A)．Y(1)．0(1A) 

0(3A)．Y(1)．0(1A) 

0(2A)．Y(1)-0(1A) 

0(3W)．Y(1)．0(1A) 

0(5A)．Y(1)．0(1A) 

0(4A)-Y(1)-0(1W) 

0(3A)-Y(1)-0(1W) 

0(2A)．Y(1)-0(1W) 

0(3W )一Y(1)-0(1W) 

0(5A)-Y(1)-0(1W) 

0(1A)．Y(1)．0(1W) 

0(4A)．Y(1)-0(2W) 

0(3A)．Y(1)．0(2W) 

0(2A)．Y(1)．0(2W) 

0(3W)-Y(1)-0(2W) 

0(5A)．Y(1)．0(2W) 

0(1A)．Y(1)．0(2W) 

0(1W)．Y(1)．0(2W) 

W(13)．0(61)．W(12) 

P(2)-0(62)-W(17) 

P(2)一0(62)-W(18) 

W(17)．0(62)．w(18) 

P(2)一0(62)．W(16) 

W(17)一0(62)．W(16) 

W(18)一0(62)一W(16) 

0(4A)．Y(1)．0(3A) 

0(4A)-Y(1)-0(2A) 

0(3A)．Y(1)．0(2A) 

0(4A)-Y(1)-0(3W) 

0(3A)．Y(1)．0(3W) 

0(2A)-Y(1)-0(3W) 

72．5(6) 

l42．4(6) 

71．9(6) 

l40．7(5) 

75．6(6) 

69．3(7) 

73．9(7) 

79．5(7) 

74．4(6) 

142．5(7) 

l28．2(6) 

78．0(7) 

121．2(7) 

142．3(6) 

70．5(5) 

81．6(6) 

71．0(5) 

130．3(6) 

90．8(4) 

125．7(7) 

124．9(6) 

91．5(5) 

123．0(7) 

90．9(4) 

90．7(5) 

141．8(7) 

97．1(8) 

85．7(7) 

92．1(7) 

68．2(6) 

147．1(6) 

“赤道位”⋯】。阴离子骨架中上下存在两个三金属 

簇，每个三金属簇由 3个 WO 八面体共角形成，称 

为“极位”；中间 12个 WO 八面体分成两排，每排的 

6个 WO 八面体 相互 连成环，两环通 过 中间 的氧原 

子相连，称为 “赤道位”。依据氧原子配位数的不 

同  ̈，将它分为四类：(1)与 1个 w 原子配位的端 

氧，称为 O。，有 18个，在化合物 中，该类 w．O键键长 

处于 0．1645(15)一0．1740(15)nm 之间。(2)与 2个 

W 原子配位 的桥氧，称 为 O ，有 36个，在化合物 中， 

该类 W．O键键 长变 化范 围在 0．1855(13)一0．1968 

(15)nm之间，平均键长比简单母体酸或无机盐的平 

均键长短 ö．⋯，说明杂多阴离子与钇配离子之间存 

在较强的相互 作用，IR数据 中表现为 W．O 键 振动 

峰较母体酸相应键的振动峰蓝移。(3)与 1个 P原子 

和 2个 w原子配位的氧，有 6个，w．O键的平均键 

长 为 0．2361(12)rim。(4)与 1个 P原子和 3个 W 原 

子 配位 的氧， 有 2个，W．O键 的平 均键 长 0．2373 

(12)nm。比较 (1)一(4)中的 W．O键键长，可 以看到 

随着 O原子配位数的增多，w．O键的平均键长增 

大，这种现象与文献[131吻合。 

P2w。 O “与游离的 H：O分子之间、P2w。 O “ 

与 Ÿ (1)配离子之间、Y¨(1)配离子的 3个配位 

H O分子之间均存在氢键 (见图 3)，例如：o1w⋯ 

H1WB⋯03W，键角 、键 长分别 为 159．2o、0．286nm。 

同多化合物有机胺的光色性研究表明，化合物的光 

色性与电子沿分子内氢键传递相关 引̈，因此，我们 

推 测 ， 标 题 化 合 物 的 光 色 性 机理 可 能 是 电子 由 

DMSO通过 Y] 离子 、配位 H：O分子沿氢键转移到 

阴离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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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沿 b轴方 向堆 积 图 

Fig．3 Molecular packing arrangement viewed down 

b axis in the unit eell 

2．3 电化学性质 

P2W s ： 一在水 溶 液 中的极 谱 行 为和循 环伏 安 

行为已有文献描述【l · 1。我们以玻碳 电极为工作电 

极、铂电极为对电极、甘汞电极为参比电极组成三电 

极系统，以 Na：SO (0．1mol·L )为支持电解质，在 

一 1．O一0．6V之间，用循环伏安法研究 了标题化合 

物(1mmol·L～，pH=5．5)的电化学性质。 

标题化合物的循环伏安图 (图 4)中出现了类似 

于其母体酸的 5对氧化还原峰，对应的 E。 ：(V)依 

次为 一0．012、一0．194、一0．583、一0．712、一0．915； 

参考同类文献 【l · 1，我们推出，化合物中 W 的还 

原分 5步进行，得电子数依次为 1，1，1，l，2，共 6个 

电子；最后 一步还 原还伴随着 阴离子 的质 子化 。推 

测各步得失电子 、质 子表示 如下： 

P2Wl8062 ’+e’=P2W l 8062 ’ 

P2W l 80627一+e’=P2W l 80628一 

图4 标题化合物的循环伏安图 

Fig．4 CV diagram of the title compound 

P2W l 8O62 一+e一=P2W ls062 一 

P2W J8O62 ’+e’=P2W J8062 0’ 

P2W l8O62。0’+2e一+2H ：H2P2W l8062。0’ 

2．4 热性质 

图 5为化合物的热分析曲线。结果表明，化合物 

的 TG曲线 表 现为 4步失 重， 第一 步从 室温 到 

109oC，失重 1．54％，相当于失去 5分子 H2O，DTA 

曲线在 43．9℃和 69．7℃各出现一个吸热峰，说明这 

一 步失重又可分为两小步，TG曲线上的两小步失重 

界限不很明显，大约从室温到 55℃为第一小步，失 

重约 O．61％，对应于失去 2个结晶水分子；第--／b 

步从 55℃到 109oC，失重约 0．93％，对应于失去 3个 

配位水分子。第 2、3、4步失重依次为 12．41％ 、 

5．O6％ 、2．69％，共 2O．16％，相当于失去 15个 

DMSO分子，由于 Y．O键的断裂伴随着 DMSO的氧 

化，故 DMSO的分步失去不能在 TG曲线上被准确 

指认，DTA曲线上先后出现了一个宽的吸热峰和一 

个强的放热峰 (376．9℃)，分析原因，可能在最初阶 

段，DMSO缓慢氧化，Y．O键断裂产生的吸热效应占 

主导地位，表现为吸热；随着温度的升高，DMSO氧 

化加剧，产生的放热效应大于 Y．O键断裂的吸热效 

应，表现 为放热 。 

图5 标题化合物的热分析 

Fig．5 TG·DTA curve of the title compo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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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Characterization and Crystal Structure of a 

Polyoxometalate-Based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Y(DMSo)5(H2o)3){Y(DMSo)8)]【P2Wl8o62]·2DMSo ·2H2O 

WANG Jing—Ping GUO Dong-Jie NIU Jing-Yang 

(School of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 

A composite compound of[{Y(DMSO)5(H2O)3){Y(DMSO)8)][P2W18O62]．2DMSO ·2H2O was synthesized 

from Y203． DMSO and Ol—H6P2W 18O62·nH2O in mixed solvent of acetonitrile and water． Its structure was char- 

acterized via elemental analysis，IR，and single crystal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The title compound crystallizes in 

a monocline lattice，P2l／C，with a=1．7614(4)nm，b=3．1527(6)nm，c=2．1523(4)nm， =90．40(3)。， 

V=l1．963(4) nm ， =5803．06，Z=4， D =3．222g·am-3 =18．566mm～， F(O00)：l0464， R= 

0．0745 and W R =0．1 43 8．The result of crystal structur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oth Y ions are eight．coordinated 

and the coordination polyhedra around two Y¨ ions attribute to bicapped distorted trigonal prism
． Cyclic Voltam- 

metry of compound (Immo1·L一，pH=5．5)in the presence of Na2SO4(0．Imol·L )reveals five steps (one， 

one，one，one。two electron)reductions．CCDC：199158． 

Keywords： Dawson structure 

organic-inorganic compound 

horate synthesis cryst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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