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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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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所得 及其金属配合物的 值见表 表 表明 不同金属离子的导人

使得叶琳化合物的氧化还原性质产生较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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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同样也发现 与 在 体系 中具有相似 曲线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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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的测定位相一致 〔’“〕 发生在环 卜的氧化还原反应 凡 位大于发生在金属离子上的 ,

位
,

说明环 电子转移过程的反应速率高
一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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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有利于提高环 卜均相电子转移反应的反应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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