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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在这类新型脱硫反应中错氢与铅氢配合物化学反应性能上的差异
∀

从以上

反应中分别得到两个硫桥同核双 金 属配合物 +% &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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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结构由元素分析
、

≅/
、

’) 和
’5 ∃ ( / 及 ( : 谱分析鉴定

,

产

物 < 的晶体结构由 Α 光四圆衍射方法测定
∀

有机产物 Α 二 3 ) ∋和 % ) Α +) 9+Α , :
,

∃ /9 由 Β %一( : 谱分

析测定
∀

关健词 ∗ 前区过渡金属氮化物 二硫化碳 异硫探酸脂 脱硫反应

如何将 % . ∗ 还原为甲醛
、

甲醇
,

或者通过形成碳碳键将其转化为各种有用的有机化合物

是研究过渡金属配合物与 % . ∗ 反应的两个主要课题
∀

由于聚集双键化合物 Χ 二 % , Δ+Α,

Δ 二 .
,

: ,∃ /, % / 公的分子结构与 3  ∗ 相似
,

因而过渡金属配合物与 Α , 3 , Δ 反应的研究 自

七十年代以来一直较为活跃
∀

研究这类反应对于 %. ∗ 以及 Α , % , Δ 类化合物在有机合成中

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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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目前为止
,

前区过渡金属氢化物与聚集双键化合物反应的

研究报道 还很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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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结构

利用元素分析
、

≅/
、 ’) 和 ’ 3 ∃ ( / 及 ( : 谱进行鉴定

,

产物 < 的结构 由 Α 光单晶衍射确

定
∀

有机产物 Α , % ) ∗ 和 % ) Α +) 9伏 , :
,

∃ / 9采用 Φ %一( 0 方法鉴定
∀

实 验 部 分
色谱分析用国产 <87 Β 型仪连接岛津 3 一/ ≅1 型微处理机进行测定

。

元素分析用 < <8= 型

仪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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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用 日立 ( Μ8 型仪测定
∀

所有反应和实验操作均在纯氮气氛下进行
,

溶剂四氢吠喃
、

甲苯

及正己烷经二苯酮钠脱氧脱水后蒸馏出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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