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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茂铁芳酞踪具有较强的生理活性
,

能与细胞中的过渡金属离子形成稳定的配合物
,

抑

制许多酶催化反应
�

它与金属离子容易形成深色配合物
,

常用于分析化学和金属离子萃取

剂
�

水杨酞基二茂铁乙酮踪的甲酞基邻位存在一个有配位能力的酚基
,

有可能产生新形式配

位
〔’〕 ,

��� �� 〔’〕和 � �� � ��
� � 〔” 已分别报道了水杨酞基二茂铁乙酮踪的一些过渡金属配合物

�

本文合成了该配休的 � � ��� �
、

� � ��� � 和 �� ��� � 的配合物
,

用元素分析
、

�� 光谱
、

� �

光谱
、

� � 一� � � 和 � � � 谱进行了表征
�

实 验 部 分

一合成配体
� 乙酞基二茂铁按文献�� 方法合成

,

改进了提纯方法
�

水杨酸甲醋参考文献�� �方

法合成
。

水杨酸麟参考文献〔� �
,

以无水 乙醇作溶剂
,

用水杨酸甲酪与水合阱合成
,

产率

�� �
�

配体是参考文献 �� 合成
,

用无水乙醇作溶剂
,

水杨酞麟与乙酞基二茂铁按等摩尔在水

浴中回流 ���
,

得大量橙红色结晶
,

冷却
,

抽滤
,

用无水乙醇重结晶
,

产率为 �� �
。

二
�

合成配合物
� 取 �

�

� � � � �配体用 �� � � �无水乙醇加热溶解
,

滴加 �
�

�� � � � � �� ���
·

�� �� ��
一
�� 升 和 � � �勺的 �� � �无水乙醉溶液

,

水浴 中加 热回流直 至出现沉淀再 回流

�� �
� ,

冷却
,

过滤
,

以热无水乙醇洗 � 次
,

低温干燥
。

以 �� � 乙醇作溶剂
,

用同样方法制备

铅的配合物
。

表 � 配体及配合物的物理性质和元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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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一� �� 年�月�一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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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配体和配合物的元素分析结果和有关物理性质见表 �

,

实测值与理论计算值相符合
,

表明

配合物中配体与金属离子是以 � �� 结合的
�

配体和配合物的主要 �� 吸收频率见表 �
,

配体的

�� 光谱在 �� �  和 � �� �� � 一‘
分别出现 �

�� 一� 和 �� 一 。 的吸收峰
,

� � � 谱在 � �
�

� � � � 处有

� 一� 的质子峰
,

这说明游离配体是以酮式存在
�

配合物的 �� 光谱中场
� � 和 ��

一 。 吸收峰消

失
,

且出现了
�。 二 � 一� 一 � 和 �� 、 的新吸收峰

,

同时
�� 二� 的吸收峰红移了 �一� �� �

一‘�

其 �� �

谱中
,

与甲亚胺基相连的 � � �
质子峰一般都向低场有弱的位移

,

卜� 质子吸收峰消失
‘��

,

这都说明配体参于配位时以烯醇式 出现
,

以甲亚胺的氮原子和酞胺的氧原子与金属 离子

配位
‘�〕

�

配合物的 �� 光谱在 �� �一� � � �
一 , 出现了

, �� � 吸收峰
,

说明有新配位键生成
,

估

计在 �� ���
一, 以下还会有

, �。 吸收峰
,

由于摄谱范围有限
,

此峰无法观察
�

由 � � 的 �� 光

谱 、
� �
发生红移和 � � � 谱 � 一� 质子峰向低场位移证明

,

酞胺基上的氮与苯环上 � � 的氢

形成分子内氢键
�

配体和配合物的 �� 光谱和 � � � 谱都分别观察到了二茂铁的各个特征吸收

峰和特征质子峰
�

配合物的紫外可见光谱与配体相比
,

� 吸收带和荷移吸收带都发生了红移
,

说明生成配合物增大了体系共扼程度 〔’〕
�

配体和配合物在 � �  � � 附近都出现了 � 吸收带
�

配体和配合物的熔点也都是分解温度
,

随后连续分解失重
.
配合物由于生成稳定的鳌环

,

都

比配体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

表 2 配体和配合物的主要 IR 吸收频率(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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