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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邓个化合物
,

其中 个为新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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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光谱
、

电子 光谱和
一
粉末衬射等方法对这些化合物进行 了表征

。

关健说 硫代祖酸盐 硫代钨酸盐 取代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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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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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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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勺

。

等人首先

将硫代铂酸按和硫代钨酸按中的钱由
‘ 下

或 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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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双齿配体合成出一系列多核化合物 〔“
一 〕。 近年来

,

研究钥硫和钨硫以及钥 铁 硫簇

合物的合成和结构以及用这些化合物模似化学固氮反应的日益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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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化合物红外光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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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单核钥硫或钨硫化合物 与多核铂硫或钨硫簇合物的红外光谱进行比较
。

表 3 列出

部分 已知钥硫或钨硫簇合物的红外光谱
,

发现硫代铂酸盐或硫代钨酸盐在成簇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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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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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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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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