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期

� � � �年 � 月

无
、

机 化 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一

�� � �

� �� �� �一正己烷基亚氨二乙酸根

离子一抓离子的混配型配合物的研究

杨天足 陈超球 张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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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 �

本文提出了一种强酸盐和标准碱两种溶液同时滴定的� � 电位法
,

以 简化金属

离子一有机配体一强酸根离子体系的混配型配合物的研究方法
。

根据该实验方法
,

推导出在不生成酸式及多核配合物情况下混配型配合物稳定常数的计算公式
。

研究了� �  � �一正己烷基亚氨二乙酸根离子 �� �一氯离子 �� �� 体系的配位平

衡
,

在所研究范围内形成� � �  �
、
�记� ��

� ,
,

在 � � 士 。
�

�℃
,

件 � �
�

。的条件下
,

测得 ��日
、 , 二 �

�

� � , ��日, � 二 �
�

加
。

讨论了两种溶液滴定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

该法具有快速
、

准确
、

仪器设备

简单等特点
。

关趁词
�

混配型配合物 氮 正己烷若亚奴二乙酸 娜

� � � � � �和� � � �� �� � �创〕曾报导用极谱法研究水溶液中的棍配型配合物
,

这种方法

对配体之一为强酸根离子的棍配型配合物的体系较为适用
。

但该法实验工作繁重
、

实验

条件比较苛刻
,

只能在一种配体浓度不变的条件下变更另一种配体的浓度
,

并且数据处

理过程繁冗
。

� �。 � � � � �和 ��� � � � � 曾报导用 电位法和溶度法研究〔么�有强酸根离子参加配

位的体系
,

但数据处理方法与文献〔�〕相似
。

本文提出了配体之一为强酸根离子的混配型

配合物的一种研究方法
�

即用该强酸盐溶液和标准碱溶液同时进行滴定使两种配体的浓

度都改变的� � 电位法
,

研究金属离子一有机配体 �有加合质子能力 � 一强酸根离子�不

加合质子
,

一般为无机离子 �体系的混配型配合物
,

测定 了� �� � �
一

正 己烷基 亚 氨 二 乙

酸根离子
一

氯离子体系的混配型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

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
。

这种方法具

有快速
、

准确
、

仪器设备简单等特点
。

理论基础及计算方法

在金属离子��  一有机配体�� �一强酸根离子 �� �共存的情况下
,

体系内如不生成

酸式或多核配合物
,

则可能有下列反应
�

本文于 � � � �年�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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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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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配休和
一

单一体系在万
人
相 同的时候

,
C d( I )

一
A

一

Cl 体系中的〔A 〕要比 C d ( I )
一
A 体 系

中的〔A 〕大 )
,

_

巨随着pA 的变小 ( 〔A 〕升高 )分开得愈显著
,

这是混配型配合物 生 成

的证据
。

从(14) 式中我们可以看出
:
式子右边的分子中有表示形成混配型配 合物 的 项

I矛 J ,

习 习 12刀
;,

j
,

〔A 〕
’‘

〔X 〕j
’
,

而分母中有表示生成C d( l )
一
C l配合物和混配型配合

J l, .T I

物的项周那〔
X ’〕和

,

写
,

只刀
、,

j
,

〔A 〕”〔X 〕j
’

( 在 C d( I 卜A 体系的生成 函 数 表 达

式中均无这些项 )
。

因此
,

在C d( I )
一
A

一

C l体系中除了由于C d
一

C l配合物的形成 而 导

致了在与C d( 耳)
一
A 体系相同的〔八〕下n--

A变小 以外
,

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混配型配 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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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 d( I )一 A 一

Cl 体系混配型配合物的百分比和 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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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抑制了C d A
:
的生成

,

而形成的C dA C I
、

C d A C I

: 、

中都只有一个A 参加配位
。

因此

棍配体系中要达到与单一体系相同的
n 人
时

,
C d A C I

、

C d A
C1

2

的量要增加
,

这样〔A 〕必

然要增大
。

从表 2 中还可以看出
: 。 理与

n
十分相近

,

可以认为它们之间的差别是由于实验的

随机误差引起的
。

由此求得的混配型配合物的稳定常数亦有相当的可靠性
。

b

.

优缺点及适用范围 两种溶液滴定法具有一些优点
:
一是比较快速

,

无需在一

种配体浓度不变的条件下变化另一种配体的浓度
。

二是数据处理的工作量比较小
,

所需作

的图亦比较少
。

又由于实验大都采用一次滴定完成
,

连续测定体系的物理化学量
,

因而

引入的系统误差比较小
。

同时使用的仪器设备比较简单
。

但是本法亦有其局限性
,

主要是在测定混配型配合物稳定常数之前
,

对各单一配合

物的稳定常数都要一一测出
。

两种溶液滴定法适用于金属离子
一

有机配体
一

强酸根离子体系的混配型配 合 物 的研

究
,

其中强酸根离 子
一

与金属离子形成的配合物不太稳定
。

对于金属离子
一

有机配体
一

有机

配体体系
,

如果金属离子与其中一种有机配体形成不太稳定的配合物
,

且这种配体在形

成混配型配合物的pH 范围内不加合质子 ( 或可忽略 )
,

则该法亦能用于此类体系混配

型配合物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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