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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苟嗓一∋ () 且∗配合物的 + , − ./ 测定及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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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3 川弯嗓 铜配合物 + 4 − .5

川芍嗓是中草药川芍的主要有效成分
〔’∗

究
∀

本文首次合成了川芍嗓与铜)66 ∗的配合物
∀

关于它与生命金属离子的作用至今未曾有人研

通过组分分析
、

红外光谱测定
,

并由扩展 , 射

线吸收精细结构谱)+ , − ./∗ 的测定确证了此配合物的配位微环境
,

从而确定了配合物的结

构
∀

实 验 部 分
将盐酸川芍嗓注射液)广东湛江制药厂产品∗碱化处理

,

所得晶体经升华为川芍嗦纯品
∀

将

60 一, 7  !
·

8 一 , 的川芍嗓无水乙醇溶液与相同浓度的 9 ( 9! 3 的无水乙醉溶液混合
,

静置
,

:一 ;

天后有黑蓝色针状晶体析出
∀

经微量元素组分分析
,

此配合物的实验式为 ∋ ( ∋ <∃ => , :? : ,

中

心离子 9 ( :≅ 与配体川芍嗦的比例为 6 3 6
∀

配合物与配体的红外光谱比较稍有差异
,

但变化不

大
∀

为了探明此配合物中心离子周围的配位环境
,

我们采用了扩展 ,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测

定
∀

此实验于北京正负离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

北京同步幅射 Α !< 束线末端 + , − . / 实验

站测定
∀

测定方法是将配合物 Β 00 日的粉末涂在 6。7 宽的 1 Χ 透明胶带上
,

用 5Δ 【6川单色

器
,

于电流 0一 ; 7 − 范围
,

Ε Ε ;0 Φ
摄谱

∀

结 果 与 讨 论
川芍嗓一∋ () ΓΓ ∗配合物的 + 4 − . / 测定得到函数 ,) 幻

,

它是波矢 Η 的函数
,

是吸收原
一

子

铜周围各配位层原子贡献的和
,

含有配位层距离 ΙΔ
、

配位数 ∃Δ
、

配位原子种类等结构信息
∀

我们以 Δ二 1 的三层拟合得到对 Η1 权重函数 ,) 幻尸 的傅里叶变换的结果见图 6
∀

图中纵坐标

为ϑ.月
,

横坐标为 Ι)单位为 人∗
,

实线为实验测定位
,

虚线为理论模拟计算位
∀

图示结果表明

实验测定 与理论设咒相一致
,

吻合程度令人满意
,

由于 Ι !
、

Ι 3 两配位层距离很近
,

得到重叠

峰
∀

由以 上理论分析和实验处理
,

得到川芍嗓一9 ( )ΓΚ ∗配合物 中心离子 ∋ ( = ’的配位环境如

本文于 ∀ # #: 年 60 月 6; ΛΜ收到
∀

Ν

现为南京大学化学系 #1 级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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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3
第一配位层为氮原子

∀

配位数 : ∀0 Ο6
∀

配位距离 :∀ 0: 人& 第二配位层为氯原子
,

配位数

:∀ 0Ο :
,

配位距离 :
∀

:6 人 & 第三配位层为氯原子
∀

配位数 :
∀

0 Ο1
,

配位距离 1
∀

0Ε 人
∀

从理论计算

的方法误差
,

估计键长的误差在 土 0∀ 0: 一 土 0
∀

01 春
∀

根据 + , − . / 的结果
,

应有两个川夸嗓分子与 ∋() ΓΓ ∗配位
,

而组分分析 ∋() Π ∗与川芍嗓
·

是 6 36 的关系
,

那么就可以推论川芍嚓必然提供毗嚓环上的另一个氮继续与邻近的 ∋ () Π ∗配

位
,

这样川芍嚓就成为桥基配体 ):〕使 9 () Π ∗在纵向上联结成链 & 另外还有四个氯离子配体
,

第二配位层上的两个 9Γ
一

可能在横向上从左右与 ∋ ( :≅ 达成电中性
∀

第三配位层上的两个从前后

配位的 9!
一

显然是相邻配位中心上的第二配位层上的 ? 一 这样每个 ∋6
一

既是近距离 ∋() !! ∗的

第二配位层原子
,

又是远距离 9 () Π ∗的第三配位层原子
∀

配合物的中心离子 ∋ ( 升位于六配位

的混配畸变八面体环境中
∀

配合物成为一个无限延伸的聚合大分子)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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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4) 幻 Ι 的傅里叶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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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3 本文 + , − ./ 实验在北京同步辐射中心

处理工作
,

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图 : 川芍嗓一∋() Π ∗配合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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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实验站测定
,

胡天斗老师进行了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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