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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合成及溶解性

配合物按文献【!/ 的方法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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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分析方法及实验条件

分析方法和实验条件同文献川 % 燃烧能的测定仪器
、

实验条件
,

量热计当量计算和热交

换校正
,

燃烧焙的换算和生成热的计算同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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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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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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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及 ? 一射线粉末衍射分析 配台物熔点为 6∗
∀

∗ 一 6∗
∀

>℃ % 配合物及硝酸铺水 合物

的 ≅ 一射线粉末衍射主要峰值见下表
.
从中可以看出配合物为一种新的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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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 图 6 为配合物
、

配体及硝酸馆的红外光谱
∀

可以看出
. Α 曲线中 Β < 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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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 0 1 2 的第一 吸 收 ( 6+ >=4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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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配体 0 1 2 取代了水合物中的结晶水 % Α 曲

线在 6+ > =4 Χ
一 , 出现较强的 4 Γ  伸缩振动吸收

,

比 4 曲线中 4 Γ ∗ (6+ + +4 Χ
一 , − 的吸收向低

波数位移了 6 =4 Χ
一, ,

可以认为配体 0 1 2 是以 5 Γ  中氧原子与 Η; 成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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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看出
,

Ι ϑ 曲

线所得的失重数据和计算值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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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对中间产物的 ΕΛ 分析表明 : ; Β ∃  , 的谱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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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附近出现较强吸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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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83/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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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配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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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升温速率对分解过程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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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Σ 法求得两个分解过程的表观活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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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配合物的燃烧能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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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重量经浮力校正到真空下重量
,

燃烧能测定结果见表 6
∀

用文献8α/ 的方法处理得配合

物的燃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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