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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嚷吟与 & ∋( ) ∗配位作用的极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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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鸟嗓岭与 5 ∋ () ∗的配位作用进行:

极谱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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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 5≅  ΑΒ一
∋ 0 5 公式的适用性作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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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嗓吟 极谱法

嗯岭碱与金属离子的配位作用是核酸及其生物无机化学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现已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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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仅估算了它 (们∗ 的条件稳定常数 (本文称
“

形成常数7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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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鸟嚓吟 & ∋ () ∗配

合物的形成常数的实验测定值至今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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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它在循环伏安图或极谱图上可产生两个分离的还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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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量的稀 # 3 − 4 溶液溶解试剂并定容制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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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1 2 的贮备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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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贮备液保存在 = ℃以下的冰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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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ϑ 标准溶液系用电解铜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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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试剂均为分析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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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为石英亚沸重蒸水
!

仪 器
7 ≅一 Κ. 脉 冲极 谱 仪 (复 旦 大 学 仪器 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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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此构成三

电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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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 Δ 型 Θ Ρ 记录仪 (四川仪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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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ϑ 标准液和一定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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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0  � 1 2 鸟嚓吟溶液于电解池中

,

加适量水至溶液的总体积

为 + − 0 �
,

通高纯 # 7 除氧 ,− 0 Ι?
,

选择适当的极谱仪参数
!

记录鸟嘿吟 ; ∋( �� ∗配合物的还原

极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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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实验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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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嘿吟 & ∋ ( ) ∗ 配合物的直流极谱还原波高随汞柱的升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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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鸟嗦岭 ; <= > ?配合物中 ; <= >? 的配体数 3

对于不可逆还原过程的二元配合物
,

可以通过实验测定配体浓度变化对配合物的 ≅ , # ∃ 的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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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 , # 2一 ,Α Δ7 直线的斜率求出配体数 39 或者经实验求得电荷转移系数与反应电子数的积

=∃ Χ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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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鸟嘿吟 ; < = > ?配合物的组成在本研究介质中为 ; < ϑ 和 ; < ϑ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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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中的常数为 Γ! Χ= 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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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 −! Γ Χ =
,

见文献沙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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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实验条件下测得的 ); 位均小于 ), 位(表 ,∗
,

可见配合物的扩散系数比简单金属离子要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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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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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致使 ); 位较小的原因还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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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考虑配合物还原过程的不可逆性而对该配合物的形成常数采

用简单估算的做法是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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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7<9 的作者当时就已意识到了他们估算的 刀数据是偏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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