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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0 硒杂环化合物 ( 1 23 %34 超氧阴离子 ( )∗

引 言
硒作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

其主要生化作用与谷耽甘肤过氧化物酶密切相关
∀

在体

内
,

该酶可以催化许多过氧化物的分解
,

并且与谷耽甘肤一起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细胞防御体

系
,

发挥其抗氧化作用
∀

近几年来
,

人们发现了一种小分子有机硒化物 5一苯基一6
∀

5一苯并异

硒吐酮一,+简称 ( 12 7% 74 /具有类似谷耽甘肤过氧化物酶的活性 8%川
∀

它能有效地抑制活性氧自由

基的产生而引起的细胞损伤
,

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
,

且毒性极低+大鼠 9 : , 。; < 6=− > ? ≅  2 /
∀

因而
,

普遍认为 ( 123 %34 及其类似物是一类具有广谱抗炎活性的潜在药物
,

在医药领域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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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 6# #5 年#月5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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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有关 ( 1加ϑ74 及其类似物的合成
,

文献上已有报道卜目
∀ ”

本文依据有关文献加以改

进
,

在常温下经多步反应合成了 ( 1 23 %3 4 及其相关化合物+2 7Κ
3> 3 6/

∀

此外
,

我们利用 ( 2 ∗ 技术研究了 ( 127 %74 对  牙的作用
,

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

实 验 部 分
化合物熔点用 1 形管测定

∀

温度计未经校正
,

红外光谱用岛津 ϑ∗ 一 ,Η 型仪器测定
,

紫外

光谱用岛津 Λ Μ 一5− 型仪器测定
∀

核磁共振+, Δ /用 ΝΟΛ Π3Ο Θ 7 一=− 型仪器测定
∀

质谱用惠普

Δ ΡΗ #= = Θ 型仪器测定
,

元素分析用意大利 6 6−< 元素分析仪测定
∀

所有溶剂均经无水处理
,

合成反应均在 ∃ 0
保护下进行

∀

一 化合物的合成

5
,

5, 一二硒化二+苯甲酸/+% /的合成
0 5

∀

5# 硒粉加人 5− >% 水中
,

并滴人含有 5
∀

5? ∃ Χ ΝΔ 的

水溶液
,

搅拌
,

待反应液变清后再加人 5
∀

5# 硒粉
,

加热回流 ,− > Σ4
,

得红棕色 ∃ 为27
0
溶

液Τ.6
∀

另外
,

.∀ −# 邻氨基苯甲酸加人 6 >% 浓盐酸及 5− >% 水后
,

滴人约 ∀ Η# ∃ Χ ∃  0
水溶液

∀

重氮化完成后
,

用少许 ∃ Χ  Δ 将溶液 Υ Δ 值调至强碱性
,

然后滴人 ∃ Χ Α
23

0
滴液

,

室温下反应

5Κ 后
∀

过滤
,

用盐酸酸化滤液
,

得淡黄色固体 5
,

5一二硒化二 +苯 甲酸/6− #
∀

产率 #− ς
,

>
·

Υ
∀

5 # ℃ +>
∀

Υ
∀

5 # Η ℃ 8= !/
∀

5一苯基一 6
,

5一苯并异硒吐酮一 , +Ω Χ /的合成
0 <# 化合物 % 与 5 Η> 一2  7 %0 加热 回流 ΑΚ

后
,

减压蒸馏
∀

剩余固体用石油醚 +<− 一#− ℃/重结晶
∀

得 < # 淡黄色针状固体 5一硒氯化苯甲酞

氯
,

> 0Ρ <, ℃ +> 0Ρ “℃ 82!/
,

产率 .= ς
∀

将该针状固体溶于 6Η − > % 7 7%
,

搅拌下滴人

%  > % Ε Ε ϑ式含 . > >  %苯胺 /
,

反应 ΑΚ 后
,

过滤
,

固体经柱层析 +2Ξ 0 ≅ 7 Δ Α3 一5/及乙醇重结

晶
,

得化合物 5Χ
,

化合物 Α1 一 5Γ 按类似方法合成
∀

5
,

5∋ 二硒化二伽一苯甲酞苯胺/+, Χ/ 及 ∃ 33 苯甲酞苯胺一5一硒甲醚+ Χ/ 分别按文献卿%合

成
∀

二
∀

( 127 %。。+ΑΧ /对  歹作用的 ( 2 ∗ 研究

用文献8% −6报道的方法产生 。歹
∀

选定测试条件为
0
体系中 ∃ Χ  Δ 浓度为 6− > >  %≅6

,

含水

量 6ς
,

测试温度在一 6,− ℃左右
,

反应时问 ,− > Σ4
,

内径 ,> > 石英管装样
∀

仪器操作常数
0 Ψ 波段

,

调制频率 ϑ− −Π Δ Ω ,

调制幅度 5∀ Η Ψ 6−
∀

勺
∀

微波功率 2> Ζ
,

磁

场范围+, 5 <− 土 Η− − /Ψ 一 32

勺
,

响应时间 −
∀

,Η
,

扫描时Ο%[ > Σ4
,

放大倍数 Η − − 倍
∀

测试方法 0 Η
∀

 > %二甲基亚讽旧∴ ) Β /分别加人不同浓度的 ( 1 27 % 4 溶液 ,− 川
,

空白则加

人 ,− 川二次水
,

临测前加人 5−川 ∃ Χ − Δ +5
∀

2>  % ≅% /
,

,− > Σ4 后取样至石英管中测试
,

低温检

测
∀

结 果 与 讨 论

(1 27 %74 及其相关化合物的多步合成反应中
,

∃ Χ Α
27

0 的合成均用文献阁报道的方法
∀

本文

作了改进
、

用 ] %Χ⊥ > Χ4 8.% 报道的方法合成 ∃ Χ Α27 Α ,

进一步合成 了 5
,

5, 一二硒代二+苯甲

酸/+”
,

6 经 2 Εϑ 0
酞化后

,

与苯胺及其衍生物缩合
,

得化合物 5
∀

6 经 ΕΔ , 7 Δ 7% 0
酞化后

,

与苯胺缩合后得 , Χ ∀

% 在碱性条件下 & 用 ∃ Χ Α2 Α 还原
∀

+ΕΔ , /5Η − 甲基化
,

ΕΔ , 3 Δ 3 一5 酞

化
,

与苯胺缩合得化合物 Χ
∀

合成的全部化合物的物理及波谱测试结果见表 6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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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3
4
对  排用的结果见表

,
∀

在体系中
,

加人 ( 127 %34
,

Β歹的线形
、

线宽及 ? 值均无

变化
。

本文通过测 ?_9 峰来研究 ( 12 3% 74 对 − 歹的清除作用
∀

从实验结果得知
∀

( 127 %74 对 − 豆

具有明显的清除作用
,

进一步说明 ( 123 %34 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

表 6 ( 123 %3Λ 及其相关化合物的物理和元素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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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23 %3Λ 及其相关化合物的光谱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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