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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稳定性与酸碱强度之间的直线自由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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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自由能关系是化学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

为了进一步揭示直线自由能关系在配位化合

物中的普遍性
,

我们合成了 ”一树位∗和邻位)取代苯基 )亚氨基二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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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了其与铜 ∗+ ) 及

厂0 >?4 5 与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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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 )等生成二元配合物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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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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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同前文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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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和 讨 论

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18 ≅ 9)
,

仅测得 >ΑΑ 0 >23 4 5
, − 一0 >23 4 5 的二级离解常数

。

将其

1= 3和 1 = /
值以及这些配体与 7Β∗ + )离子生成的二元配合物的稳定常数列于表

#

为了比较
,

表 3 ∀ 一佩代苯基)亚氮基二乙酸的离解常数以及其与铜∗+ )的二元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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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一0 >2 34 5 的 1 =3
、

1凡 及 Φ Β ∗ 卜; 一0 >2; ∴ 二元配合物 的
− Ψ刀 值也一并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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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表 9
#

将这些二元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Ψ 口
。

值对配体 >ΑΑ 0 >2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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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可看出
,

这些配合物的稳定性与配体的 1凡 之间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
#

应用线性

回归分析
,

得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 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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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发现
,

7Β∗ + )和 0 >23 4 5 只生成
/ 型 的二元配 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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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 7Β∗ + 卜

0> 23 4 5 二元配合物的单晶测定∗尚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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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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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第二级电离时
,

分子内有两个带有负电荷的狡酸根
,

这些电荷既能消弱吸电子基团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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