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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琳和酞脊是一类大环共扼化合物
,

由于其结构和性能以及在生命科学中所起的作用
,

使得用 +一, 膜技术研究其结构和功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

自从 1 23 0 〔’〕等发现原叶琳

卜, 膜具有较好的光导性以来
,

叶琳 +一, 膜的电导性 〔/ , 和气体敏感特性 〔’〕相继有人进行

过研究
,

发现叶琳铜 +一, 膜对二氧化氮有很高的敏感性
,

而且有良好的选择性
#

人工合成的

叶琳具有较好的对称性
,

对其 + 一, 膜的功能也有一些研究
,

+ 33 4 5。等
〔)〕对其研究较为引

人注意
,

他们利用双亲性钻叶琳与咪哇的衍生物以混合和交替膜的形式模拟血红蛋白的氧呼

吸作用
,

发现它可作为氧的载体
,

但这一功能与咪吐在膜中的排列和空间位阻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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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7 89 : ; 7 < = =,> ∗的合成

由 )一∀
,

∀一二甲基苯甲醛与毗咯在丙酸中缩合得到 7 汀: ; < = =
#

将 7 89 : ;< == 和浪

代正庚烷溶于 : ; ? 中
,

∀ 0
气保护下回流 /≅

,

浓缩
,

用乙醚沉降
#

沉淀干燥后
,

用氯仿和甲

醇为洗脱液
,

在碱性氧化铝柱上进行柱层析
,

产率为 Α. Β 二 元素分析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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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 中其紫外

可见 吸收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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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 谱在 ! / ) Η2 Ι , 和 / Φ 一ΓΗ 4 一 , ,

/ ϑ Α.3 4
一’,

−)Ε Κ34
一 , 处有叶琳和亚甲基的特征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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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庚烷基氨基苯基∗外琳钻的合成

将合成的 7 89 : ; < ==,> 和醋酸钻在 : ; ? 中回流 /≅
,

减压蒸干
,

以氯仿甲醇为洗脱

液
,

在碱性氧化铝柱上进行柱层析
,

产率 )/ Β
#

元素分析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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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紫

外可见光谱吸收为 科 Ε
#

/ 2 4
,

Α Φ一2 4
,

Δ Δ2 4 ∃ 红外光谱在 Φ Φ ΓΗ4
一 , 和 / Φ /  Η4

一’,

/ ϑ Α Η4
一 ’,

−)Ε −3 4
一 , 处出现金属叶琳环和亚甲基的特征吸收

。

本文于− Φ Φ/ 年Α月−Δ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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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在季胺盐 的合成过程中

,

由于澳代烷大量过量
,

反应可以进行完全
#

在金属化过程中得

到正常产率的钻配合物
#

该配合物分子中具有亲水的季胺盐和疏水的碳链
,

使其在水面上能

若 .

Λ
之
日

、 , 户

扭

图 − Χ  9 : ; 7 < ==, > 的 兀一月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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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ΝΟ >ΙΠ 3Η =>Η ΓΓΟ 比一 Π >Η Π

ΜΓ  5≅Η >们以  Ι Χ  9 : ; 7 < ==, >

! ”” ∋石丁一飞而瓜护∗

形成单分子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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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为 3  9 : ; 7 < == , > 的 二
一< 曲线

,

崩溃压超过 Α 4 ∀ 4
一 , ,

在

. 4 ∀ 4
一, 时挂得其 + , 膜

,

膜呈 Κ 型
#

对 3  9 : ; 7 < ==, > +, 元件气敏特性研究表明
,

该

元件对氨气有良好的敏感性
,

可监测到 /
#

..
Θ −. 一Δ4  ! Ρ −的氨气

, #

而对其他气体则无敏感作

用
,

显示出很高的选择性
#

图 / 为不同层数 + , 膜元件的响应特性曲线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随

着 + , 膜层数的增加
,

=( 灵敏度∗值增大
#

当氨气的浓度增至 .. Θ −. 一Δ4  ! Ρ −时
,

吸附达到饱

和
,

响应时间为 / Α 秒
,

恢复时间为 − 分钟
#

乒

− .
。

.

ϑ
。

Σ

Δ
。

.

厂厂二班⋯
>ΓΓΓ

厂厂
‘ ’

“‘’‘ ““

ΡΡΡΡΡ

一一 一 一 一月 ‘断声Τ ‘钾Τ 昌二‘二‘二井斗共共

) . ϑ . − / . − Δ . / . . / )  Χ ∀ 7 (− . 一 Δ 4  Μ
#

− 一 − ∗

图 / / Φ 层
、

) 层 Χ  9 : ; 7 < ==, > + ,

膜响应特性曲线

? Μ6
#

/ Υ Η Γ= 2 ς Μ2 琶Η≅ Π >Π3 5Η>Μ Γ5 ΜΗ 3Ο >Ω Η Γ

 Ι /Φ Π 2 ς ) !Π ΞΗ > Γ  Ι 5≅3

Χ  9 : ;7 < ==, > + , ΙΜ !4 Γ ς Η ΩΜΧΗ

—
Π 54  Γ=≅ Η>Η  Ι 5≅ Η !Π Ψ  >Π 5 >Ξ

一 一 Ζ Χ尹
, Σ 7

,

Χ Σ

一一
7 8Ν

,

∀ Σ , Χ 7 一,

Χ一
7 一。⋯⋯

对该元件的湿敏研究表明
,

该元件有很好的湿敏特性
,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
#

环境的湿度

增大
,

元件的电阻值降低很大
#

图 为该元件的湿敏响应恢复曲线
#

从图中可以看出该元件

响应和恢复非常迅速
,

响应时间为 / 秒
,

恢复时间 −
#

Α 秒
,

这一点正体现了 +, 膜电阻式敏感

元件的优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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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Φ 层 Χ  9 : ; 7 < ==,> + , 膜元件湿敏响应恢复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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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Η Γ=  2 ς Μ2 6 Π 2 ς >Η 3 Ω Η> Μ2 6 =>  3 Η Γ义 Α  Ι / Φ !Π ΞΗ >Γ Χ  9 : ; 7 < ==, > + , ΙΜ !4 Γ ≅  4 Μς ΓΗ 2 Γ >

该元件对氨气和湿度都有敏感作用
,

所以在测试过程中
,

对某一气体监测时
,

另一气体

的浓度必须低于元件的可监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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