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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探索新的有效抗癌药物时
,

发现了一些 234 566 碱及其和某些金属生成的配合物具

有抗癌作用
〔’刃

。

为研究此类配合物的抗癌作用和结构的关系
,

我们合成 了一系列 2 34 566 碱

类配合物
〔

切
∃

本文合成了 7 8 ,9 −
一

与& 怜一经基 乙基− 水杨醛亚胺配合物
,

培养出了单品
,

通过 :

射线单晶衍射确定 了配合物的晶体和分子结构
,

并对其热分解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
。

实 验 部 分
配体 & , 一儿基 乙基− 水杨醛亚胺参照文献#习的方法合成

,

得到的产物 为淡黄色油状液

体
,

其红 外谱图与标 准谱图
、

一 致
,

测得 折光率
9

分
二 0

,

; / <0 ,文献位 0
∃

;仍 −
∃

化学式 为

7尹
, =& > ? ,

与元素分析结果相符
∃

参考文献陈<0 的方法合成铜 ,9 − 与 & , 一经基乙基− 水

杨醛亚胺配合物
,

产物为草绿色固体
,

收率 %/ ≅
。

将草绿色固体溶 于无水乙醇中
,

在室温

下
,

用溶剂蒸发法得到 了棕色单晶
。

其化学式为 3
∃ % 0于?∀ & ?∀

Α3 8 ,

与元素分析结果相符
。

选取 /∃  / : /  / :
?∃Β −Χ Χ ,

棕色单晶
,

在 3 Δ Ε Α 四园衍射仪 上
‘

利用 3 8

肠 ,戈二 0
∃

. Α 铭

人−
,

。 Φ  / 扫描方式
,

在
“

《口成 ;%
。

范围内收集 劝 Α ; 个衍射数据
∃

取其 中 = − Γ, 翔均

 个可观 察数据作 结构修止
。

晶体属单斜 晶系
,

晶 咆参数为
1 Γ 二 0% 飞/ 

,

尔
一

Α %沥
,

Η Ι 0
∃

< % 0人
,

口二 %
∃

% <
“ ,

ϑ 二 0< 0% 人
,

? 一 Α
,

Κ Λ 下 0
∃

,

Ε
。
二 0

∃

. Φ Η Χ , ,

ϑ ,/ ,Μ‘−−

二 %  /
。

强度数据经 Ν Ο 校正
。

在 诫
‘, 刑反射 中 Π 二  耐

·

5 有系统消光现象
,

而在 4,−# 型反射中

#二 ? 9 十0 有不严格的系统消光现象
,

这表明晶体的空问群是 尹 , ,
但有 尸 1 Φ 。 的膺对称性

。

按

趁
、空间群进行计算

,

先用 ΟΓΘ ΘΗΛ 2
∀9 法得铜原子的坐标

,

再用 ϑ ∀8 Λ53
Λ
合成计算导出其余全

部非氢原子
,

得到滨,体的初始结构数据和模 型 经块矩阵最小二乘法修正
,

最终偏离因子

Ρ 二 /
∃

/ < ;
。

配合物中非氢原子坐标和热参数
∃

主要键长和键角数据列于表 0
,

 中
。

用 Ν 7 Σ 一 到差热天 书对配合物进行 了差热和热重测定
∃

其 Ε Σ Δ 一 Σ Τ 曲线示 于图  
,

本文于0 / 年 0/ 月 Α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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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00 −与 & , 一经基乙基−水杨醛亚胺所形成的配合物分子结构如图 0 所示
∃

结构测定表

明
,

晶胞中含有四个分子
, ,

每个不对称单位中含两个分子
,

这两个分子的结构基本一样
∃

这

是一个中心对称的分子
,

一个铜离子与两个配体阴离子中的氧原子
,

氮原子通过配位键形成

平面 四边 形结构
,

其中 7 8 , 卜/ , −和 7 8
, 卜> ,% −的键长分别为 #

∃

% < Δ和 0
∃

/ 0人
,

而

7 8
, − 一& ,Α− 和 7 8,  − 一& , −的键长分别为 0

∃

≅ 人和  
∃

/ 0人
∃

中心铜离子通过配位键分别与配

体阴离子形成两个稳定的六员环
∃

除一3 Ω ?7Ω ?∀ Ω 基团以外
,

两个配体阴离子的其他非氢原

子与铜原子共平面
,

配体阴离子中苯环平均键长为 0
∃

Α 人与标准键长 0
∃

人担差 。∃/ 0人
·

表 0 原子坐标和热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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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配合物的分子结构

ϑ5∋
∃

# Κ ∀ #Η38 #Γ Λ 2ΘΛ8 Η Θ8 Λ Η

∀ 6 Θ4Η Η ∀ Χ Ο记:

甘Φ Χ ‘

院

图  差热一热重曲线

ϑ5∋
∃

 Σ Τ 一Ε Σ Δ Η 8 Λ∴ Η 2

2∀∀ Σ,
·3 <//



第 期 铜,9 −与& , 一径基乙基−水杨醛亚胺配合物的合成
、

结构和热分解 0

表 ? 主要健长和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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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可知
,

Ε Σ Δ 曲线在 0; 一 0<Α ℃间有一尖锐的吸热峰
,

相对应的 Σ Τ 曲线上无失重

现象
,

且观察到试祥熔化
,

证明此峰为熔融吸热峰
,

该配合物的熔点为 0; ℃ ,外推起始温

度−
∃

Σ Τ 曲线在    一 幻℃和 ≅ 一 .  ℃间的两个失重阶段
,

对应于 Ε Σ Δ 曲线上的两个放热

峰
∃

在空气气氛中升温到 . / ℃以后
,

生成铜的氧化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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