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期 无 机 化 学 学 报 �  !名
,

∀  �

护的 # 必的 # 的 的 的呀

∃ 研 究 简 报 ∃
忿一一。 # 。 # 。。 方

混合金属簇%& ∋ (三( & ∋)%& ∋ ( ∗ + ( & ∋)(  ,− . %(  )/

和%0 0∋ , )1 2 32  %( 4 )5%∀ 4 )6 的合成与表征

焦凤英 殷元哄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

兰州 5, 77 77 )

8 9: . ; < =2 >;
,

0
? ,

−  < 2 ,

≅
?

%法国路易斯巴斯德大学配位化学实验室
,

斯特勒斯堡 Α5 75 7)

关键词 Β 异核簇 过渡金属拨基化合物

对于拨基混合金属簇的合成
,

利用配体的交换反应
,

制备含有不同配体的拨基棍合金属

簇
?

配体取代后的拨基金属簇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

如可逆氧化还原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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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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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渡金属原子的性质各不相同
,

配位取代反应也有很大差异
,

所以研究配体取

代反应
,

制备含有不同配体的拨基过渡金属簇成为金属簇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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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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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在正 已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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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Β 与二分子二苯基乙炔反应

,

簇上的三个拨基被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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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室温下
,

空气中适度稳定
,

本文对该化合物进行 了性质

表征
,

认为分子结构类似于它的同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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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结

构如图 Φ 所示
。

簇合物的正已烷溶液的红外光谱波数为 ΦΧ5 Δ
,

ΦΧ Δ ΔΤ Γ
一,

的拨基峰
,

标志着桥

拨基
·

烯烃构型中的氢质子的化学位移值与苯环上的氢质子在大致相同的位置
?

本文所得到的%0 0∋ ,
)1 勺(  % (  )

5%∀ 4 )6 铁钻三核拨基簇
,

由性质表征结果判断
,

在原始

物 1吸(  < 三角锥骨架的周围
,

有一个三苯基嶙
,

七个拨基和一个亚硝基与三个金属原子配

位
。

该化合物有顺磁活性
,

说明 ∀ 4 是端位键联在铁原子 上
。

由铁钻拨基混合金属簇的嶙取

代化学研究
,

认为麟的取代反应发生在钻原子上
〔Α ,

。

该化合物的正已烷溶液的拨基区红外光

谱 !<Χ� Τ Γ
一,
标志着桥拨基的吸收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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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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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标志着 ∀  的红外吸收

。 ”0 ∀ Λ −

和 Ρ 8 9 压片红外光谱都证实了三苯基嶙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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