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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合成了一系列十个新的零价把混配配合物
,

并对这些配合物刃.行了表征
%

研究了

配体的立体效应和电子效应的差别
,

讨论了配休间的相互作用
%

一配合物的合成与组成

据文献合成 / 0 1伊2 3 4 二 3 56 3  3 4 二 3 !压7 !!− ‘” 和 7 / 、)/ 0 1 −,)3 4 8 9, − :, 〕
%

其余试剂及洽

剂均为市售商品
,

用前经无水无缎处理
%

配合物 ;)<
=−7 /)< >今〕的合成

(
高纯氮气氛中

%

在 ? ≅ ! Α82一8 Β Χ 反应管中
,

加人 , ∗ ≅ !丙

酮
(

7 / >)/ 0 1 −,)3 4 3 9,−) Δ Δ ≅ ≅  !−和双齿氮配体 5
6 >) ≅ ≅  !−

%

室混 Ε 磁力搅拌反应 Δ 小时

后
,

溶液颜色变浅
%

加入醒类配休 < ∃’) 。
%

≅ ≅  !−的丙酮溶液 】。≅ 】
,

反应液颜色立即发生显著

变化
%

再搅拌反应 小时后
,

过撼并用丙酮洗涤
,

室温真空干燥
%

配合物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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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的红外光谱详Ξ : 压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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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配合物的设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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