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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o ]
’成正比(如图 2)

,

直线斜率为反应的二级速率常数 k
Z; 反应速率与外加配体浓度无关

,

因此反应遵循下列二级

速率方程
:

一d [ M
一
( C O )

1卜.L 。

』/ dr二 k
Z
[M 式C O )

,卜
nL .】[M

e ,
N O 』

该速率方程和动力学行为与曾报道的 M
3(e o ),互

7, 和 M ,
( e o )

11L 〔”
(M

一 F e
,

R
u

,

0
5

)体

声
、lwe钊勺

系的氧转移反应的动力学结果类似
,

因此提出下面反应机理
:

慢
L.‘C O ”

’一“
M 犷C O ‘M “

卿O

一 }
n‘C O , : : 一 n 、;

神0谬Me
快

{

快

M 4(C O )1,
一。

L

。 , 、

一
护
L

。

( C O )

1卜。

M
4 H +

M
e ,

N + C 0 2

+ L

该机理中控速步骤为 M 伪N O 的 0 原子对拨基 C 原子的亲核进攻
. “

M .( C o )

, ,一。
L

。 ”

是配位

不饱和的中间体
.
由此机理导出的理论速率方程与实验动力学方程一致

.

文献报道
‘, )

,

亲核试剂对金属拨基化合物的拨碳原子的亲核进攻的难易与拨碳原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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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麟配体与 C O 配体相比是较强的
。 给予体和较弱的 二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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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鳞配体取代 C O 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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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金属向其他 c 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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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转移活性越低
.
这可能是由于取代程度越高

,

L 的电子效应越大
,

基态更趋稳定所致
·

值得一提的是
,

上述结果与 M
“3
N
9
不存在时配合物的简单热取代反应动

力学结果
(5〕恰好相反

.
氧原子转移反应与简单热取代反应具有不同的反应机理

,

这可能是造

成二者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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