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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献报道了三甲胺氧化物与 + ,
、

− 。
、

# .
、

/ ,
、

− 0
、

− 1 等多种离子在有机溶剂中形成较稳定

的配合物川
!

但对其金属配合物的研究远不如芳香族杂环化合物那样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

本文 研究了

它与希土元素形成配合物的合成和光谱性质
!

关键词 2 三甲胺氛化物 希土 配合物

将希土高氯酸盐或硝酸盐的无水乙醇溶液缓慢滴人三 甲胺氧化物的无水乙醇溶液中
,

立即出现沉淀
!

搅拌一小时后加人乙醚
,

静置
,

吸取上层清液
!

再加人乙精继续搅拌二小

表  配 合 物 的 元 素 分 析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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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陈化过夜
,

抽滤后用少量乙醇一乙醚混合溶剂洗涤
。

白色粉末状固体在真空干燥器内

)∀ ℃ ∗干燥  Ε 小时以上至恒重
。

产率均在 Γ ϑ左右
。

希土与 + ∃ < # ∃ 的摩尔比在  2 Χ 到

本文于 Β ΓΦ年Γ月<旧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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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Ε 范围内均得到同一种组成的配合物
!

配合物中希土及碳
、

氢
、

氮的分析结果及推测的配合物组成见表  
!

表 Ε 列 出配体及其配合物的红外光谱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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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ς 溶剂中测得配合物 的摩尔电导 )Ε ℃冽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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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两类 化合物 在
∴ + ς 中的离子数比可能是  2 Ε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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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性或许是由于中心离子的半径较小而引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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