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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 一甲氧基一 一经基苯基 ∋ 叶琳的合成 新蒸馏的毗咯和香草醛在内酸中回流
,

得到紫红色固体 %产率 ++ Ρ ∋
∃

将此紫红色物质溶于热的 3 1 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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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后注人硅胶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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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的氯仿和丙酮混合液淋
,

将得到紫红色溶液浓缩
,

加人 ! 8 Ο 的甲醇水溶液
,

滤出沉淀
,

即得到为四 一 %&一甲氧基一 一经基苯基 ∋ 叶琳 ‘缩写词为 > 1 0 ;;∋ 紫红色固体产物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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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一甲氧基一 一怨基苯基∋ 叶琳钻 %Φ ∋ 的合成 取 Ο( 纯化后的 > 1 0 ;; 溶 6

Ο  Τ )3 1 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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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过量的 5  Ν Ο8
·

0 8 
,

回流 &  Τ 7Φ
,

倾人冰冷的 # Υ Ν 一饱和溶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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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完全析出后
,

过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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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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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晾干的暗红色固体用少从甲醇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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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沉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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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 一甲氧基一 一经基苯基∋ 叶琳钻 %英文缩写 5  > 1 0 ;;
·

Ξ0 ΞΨ ∋ 与分子氧的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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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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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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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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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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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通  8 反应两小时
,

用碘 斌法测定止丁硫醇的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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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报道的四苯基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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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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