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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经 Η4 &&∃ Φ1  Ι 函数和 6  ϑ ΦΚ∃Φ 技术解出并经最小二乘修

正
,

最终的偏离因子 Λ 为 7∋ 7:?
∋

配合物具有双层夹心结构
∋

其中 13 Μ 和 ∀ 4Μ 通过 。=一环辛四烯基连

接
∋

引 言
( ) ? ) 年 0 4Ν Ο1 和 5 Π  3 41 首次合成了环辛四烯基希土配合物

〔”
。

此后合成 了许多种环

辛四烯基希土配合物
,

其中ΘΡ .Σ ΚΤ !Ν3 ∃ 2ΥΘ/
∃./  0 9 28 Υ

〔8 , ,

Θ∀ Σ ./  0 9 2.5 0 628ΥΘ∀ Σ .∃ ‘0 9 28Υ 〔”
,

Θ.∃
, 0 9 2ς Ι ∃ !.5 0 6 28Υ

8 .ς Ι 二 ∃ ∃ ,

Η Φ 和 ∀ Σ 2 〔魂, ,

ΘΡ .Τ 一Ν3 ∃ 2Υ
8
ΘΩ Ξ .∃ 9 0 、28Υ ‘’〕

,

ΘΡ .Σ ΚΤ 一Ν3 ∃2Υ

ΘΩ Ξ .∃ , 0 9 28Υ “2 和.∃  0 。2Ψ Φ.∃ 吕0 9 2Ρ .∃ , 0 , 2Ψ Φ.∃ 90 , 2Ρ .5 0 62:〔, ,
等均已测定 了品体结构

。

我们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类配合物的结构特征
,

测定 了标题配合物的单晶结构
。

实 验
此配合物对空气和水汽极为敏感

∋

所有操作均在干燥的氮气保护下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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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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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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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胞参数并收集强度数据
。

采用 。 扫描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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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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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共收集 8 ? = ) 个反射点
,

每隔 ;7 个反射点为一个监测点周期测定 8 个标准参考

反射
,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 8 个标准参考反射强度未见明显变化
。

所有数据经 ς 一Η 因子校正
,

并经经验吸收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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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Η4& &∃ Φ1 Ι 函数法确定重原子 # 3 的坐标
,

然后从差值付里叶峰表中导出所有非氢原

子
∋

所有氢原子按理论模型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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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 (82
,

Ο. (2 到 / . :2 外的所有非氢原子进行各向异性温

度因子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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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计算在 Ψ Ο!Κ Η1  # Δ (:7 微机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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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非氢原子坐标和温度因子列于表 (
∋

部分键

长和键角分别列于表 8 和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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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与 讨 论
标题配合物的分子结构示于图 (

。

配合物为双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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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辛四烯平面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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