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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Χ段接触和休积磁化率的变化是引

起化学位移变化的主要原因
,

而 Δ ?Ε :接触的贡献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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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验手段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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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曾停滞 了四 十年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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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年代后
,

因核磁共振技术迅速发展和合成水平的提高
,

尤其是近年来发现金属多硫

簇状化合物在催化和生物无机化学中的某些应用
〔, , ,

这一领域义获得复兴
。

然而
,

Γ: (Η !离

子与配合物的相互作用
,

希土位移试剂对金属核磁共振的影响
,

以及 Γ: (Η Κ盐中碱金属核性质

等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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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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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桔红色溶液
。

配合物按文献
‘3 一Π ,

合

成并作红外鉴定
。

∃ / 0 测定样 品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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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Ε 样品管置于装有 Θ , 2 的 。ΡΣΕ Ε 管中
,

以便锁场
,

样品的制备转移均在氮气保护下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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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 Δ ϑ #2 Τ 核磁共振仪
,

高场为化学位移的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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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的锁场形式还应考虑体积磁化率变化所产生的位移 占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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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根据实测 占Λ − Πς Γ 推

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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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效果是向低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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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 . ∃ / 0 数据分析

, , −∃ . 的化学位移主要受体积磁化率变化的影响
,

假接触的贡

胡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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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9 与配合物的作用比起与 + (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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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简单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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