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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模板剂合成
一

的非成键互作用能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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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 过对 四 甲基钱
、

四 乙基按
、

四丙基按
、

四 丁基钱 四种模板剂与 分子筛骨架的互作用能量计算

以 及两两混合的模板剂与 分子筛的互作用能计算
,

对一些有关
一

合成实验结果进行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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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分子筛是具有 结构的含钦杂原子分子筛
,

兼有钦的催化作用和  
一

分子筛的

择形效果 「’ 。

它在烷烃的部分氧化
【 、

烯烃环氧化
〕、

醇类 的氧化川
、

芳烃环的轻基化  及环己

酮的氨氧化  等方面显示出特有的催化氧化活性和高选择性
。

对以
一

为代表的环境友好催

化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活跃 一部分用它催化的反应 已经为工业应用  
。

但 由于 目前合成
一

分子筛需用昂贵的无碱金属离子的四丙基氢氧化钱  作模板剂
【“ ,

从而对其应用的推

广形成限制
。

一

的合成条件 比较苛刻
。

在合成与之具有相同 结构 的
一

所用 的多种模板剂

例如
一 、 , 一  ’、 四乙基钱  , ’、 四丙基按 等等 中只

有 能合成出
一

而例如 单独使用  就合成不出
一 。

寻求廉价替代模板剂是
一

分子筛合成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种途径是混合模板剂的使

用
,

如 等人用四 乙基氢氧化钱
一

四 丁基氢氧化钱  为模板剂合成出
一 ‘’“, 李刚等人考察了以 四丙基嗅化按  

一

 为混合模板剂
‘川

、

赵琦等人以

 与  !
、

 混合模板剂
‘“

合成出
一

分子筛
。

年代初
,

人们将对于模板 或结构导向 作用的讨论 由定性推 向定量的努力取得实质性

进展
。

最基本的理论要点是 模板剂作为非成键客体存在于分子筛基质之中
,

模板剂 有机分

子 与分子筛骨架之间的非成键互作用能量为负则有利于骨架的稳定和生成
。

基于这种半定

量能学讨论 已经一定程度地诊释 了某些情况下模板剂与沸石骨架之间所表现出的分子识别

现象
‘,’

·

’‘“。 这种分析一般涉及三种能量

模板剂
一

沸石骨架之间的非成键互作用能 乙
一

,

模板剂内部的非成键互作用能   。

模板剂
一

模板剂之间的非成键互作用能 乙
川 卜

本文用分子模拟途径
,

通过模板剂
一

分子筛骨架系统的能学研究
,

对比
、

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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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

分子筛合成的混合模板效果
。

能学计算概要

非成键互作用 能的计算公式

君
, 、 二

艺叉
二。     。

一” ’
、

一 尺
一 ‘

当两个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能为正值时
,

用下面的公式代替上式以便数值计算迅速收敛
、 ,

 
乏艺

二声‘
,

其 中 凡

广
、

广十
衅广

 

, 。、
福藏

。 原子和 原子之间的实际距离

原子和 原子的范德华半径 。 、 ￡
原子和 原子的势阱深度

。

计算参数
‘’ 」见表

表 指数势非键相互作用计算参数

  ·

广 一

 

 

 !

‘
·

。
一 ’

广  ! ‘ ·

 
一 ’

建立模板剂分子真空中优化构象抽样的库文件

由于模板剂作为非成键物在沸石中所取构象并不预知
,

所以首先要对有机模板剂分子在

真空中一定概率范围内可能持有的构象进行抽样 用分子动力学初温 随机抽样而后随

即经能量优化 的构象集合来建立库文件
。

库文件 中每一个构象都有其对应的
 
、

,

值
。

只要

库文件中储有足够数量 的优化构象抽样
,

就能保证后续能学讨论结果的可靠性
。

沸石结构 的模拟骨架
一

空间群 尸
,

结构中有两种 元环孔道彼此交叉 其一为沿「 方向的

直型孔道
,

另一为沿 方向正弦孔道
。

在数值计算中
,

模拟骨架被假设为全硅并始终保持结

构刚性 原子坐标引用参考文献
’“

的数据
。

根据公式  或  的收敛范围
,

模拟骨架 的体积取

成
’

约相当于 个晶胞
。

模板剂分子在模拟骨架中的构象
、

位置及取向的优化

分别从两种模板剂库文件中各提取其真空构象的优化抽样
,

随机注人模拟骨架 中两个毗

邻的孔道交叉 区域
。

根据既定构象模板剂分子相对模拟骨架的坐标就可按公式  或 计算

相应的模板剂
一

骨架 以及模板剂
一

模板剂之间的非成键互作用能量
。

继而以模拟退火途径
l” ] ,

通过既定构象在模拟骨架中的刚性平动和转动获取能量计算极

小值
。

以上手续对库文件中的构象逐一进行
,

以能量极小值中最小值所对应的构象及其在模拟

骨架中的位置
、

取 向作 为最终的能学计算结果
:即 E

,。m p l
一
: e 。 , 、

E

. e二 p Z
一
: e 。l

和 E
。。m p ,

一。en 、p Z 。

计算结果与讨论

在分析 四种单一模板剂
,

T M A

、

T E A

、

TP

A

、

T B A

,

对合成 ZSM
一

5 分子筛的作用时
,

根据我们

的计算得到以下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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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四种模板剂与 ZSM
一

5 分子筛的相互作用能

T able 2 N on
一

b
o n

d i n g E n e r g i e s
b

e

tw

e e n
F

o u r T e
m P l a t e s a n

d Z S M

·

5

t e m P !
a t e E

t

一
z一l

/ ( k J
·

m

o

l

一 ’

) Eir

“。
,

,
/

( k
J.

m ol

一 ’

)
E

,·叫
,
一

,。n 甲
/ ( k J

· , , 1 0
1
一 ’

)

T M A

T E A

T P A

T B A

一
9 2

一 1 3 7

一
1 9 7

一
2 4 7

+ 1 7

.

9

+ I D 6

.

9

+
1 1 9

.

3

+ 1 3 2

.

4

一
0

.

2 2

一
1

.

0 2

一
5 4 3

+
4 8 7

.

0

可以看 出 君
, 。m v : e 。l

随烷基的长度增加而趋负
。

如果只考虑 E
oemp一 : e 。 ,

和 E
l, l t ra t e m 。 ,

显然单个 TBA

的介人使 ZSM
一

5

一

T B A 系统的能量降低
,

有利于骨架稳定性与生成
。

但是 T B A
一

T B A 之间的非成

键互作用能具有较高的正值 (这是一定浓度的 TB A 进人 ZSM
一

5 骨架后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 表

2 列举置放于 Z SM
一

5 结构 中两个毗邻交叉孔道的两个 TBA 之间的非成键互作用能的正值计

算结果一定程度地显示了这种能量不利因素
,

并寓意这是 TB A 烷基过长所致)
,

从而抵消了单

个 TB A 对 ZSM
一

5 分子筛骨架生成 的有利因素
。

T P A 具有较 TB A 稍短的烷基
,

即使两个 T以 毗邻
,

它们之间的非成键互作用能计算仍呈

负值
。

这样
,

综合起来考虑
,

在表 2 所列 四种有机离子 中
,

T

PA
作为模板剂将最有利于 Z S M

一

5

分子筛的合成 ;这一能学分析的结论与实际合成结果是相符的 [9]
。

2

.

2 在能学分析中
,

设 TS
一

1 结构与 ZSM
一

5 完全一致 ;只是在全硅骨架上部分 Si 原子被 Ti 原

子 以彼此不相邻 的方式随机地取代
。

根据 A
.
T uel等人实验报道

[’“! ,

T S

一

1 单位晶胞中平均有两个 TEA 和 T B A 模板剂分子 (此

外也可参考 ZSM
一

5 的合成结果
:
单位晶胞中出现 3

.
3 一 3

.

8 个 TP A 模板剂分子
汇’8】

)
,

所以在我

们 以下讨论中一律按两种模板剂 1和 2 以 1一 2 组合配对 占据单位晶胞 四个孔道交叉位
。

由于

不考虑两组配对之间的互作用 (距离较远
,

相互作用较弱 )
,

所 以只须计算其中一组异类配对模

板 剂 与 骨 架 之 间 的 非 成键 互 作 用 瓜
川p 卜

~
: + 云

e
呷2

一

, 。 , ,

异类 模 板 剂 之 间 的非 成键 互 作 用

E L。
.
.1. p l

一
:。n .p Z ,

模板剂 自身内部的非成键互作用 E i
, l t f 。、e m p , +

E
i n :r o te , , 、p Z 。

将它们 的二倍作为总的能量计

算结果
:

君
ToT = Z x (君

,。二p 卜: e。 , + 君
tem pZ 一

: e 。 ,
+ 君

t。。、p 】一 , 。m p Z
+ 君

;。 ,r 。t e 。 .p ; +
E

i川r。t e m p Z

) (
3

)

对于原子个数比 Ti / Si
= 0
.
02 的 TS

一

1 骨架
,

单位晶胞平均只有两个 Ti 原子
,

故可以认为

出现在两个配对异类模板剂占据的孔道交叉域周围的 Ti 原子数 目是一个
。

然而我们事先并不

知晓 Ti 原子出现的位置
,

所 以计算要对 7 种可能占据位分别进行
,

而只取它们之中非成键互

作用能计算值 Er
oT
最低者

,

见表 3
。

表 3 模板剂与分子筛互作用的总能量

T able 3 T ota l Energy (kJ
·

m
o

l

一 ’
)
b e t w e e n T e

m P la te
s a n

d Z
e o li t e

E To
:
( T i / 5 1

= 压 0 2 ) E 双
T
( T i / 5 1

= 0
.
2 )

T B A

T E A

T P A

T P A

T P A

T E A

T B A

T E A

T P A

T B A

T E A

T B A

+ 5 4 4
.
1

一
1 3 1

.

0

一
3 1 3

.
6

+
2 9 8

.
1

一
2 3 5

.

7

一
3 6 9

.
4

+
6 7 8

.

9

一
5 0

.
3

一
1 6 4

.

9

+
5 2 6

.
6

一
1 3 9

.

5

一
2 8 8

.
1

图 1 示意 了处于 M FI 骨架孔道交叉区域中混合模板剂 TEA
一

T P A 的优化构型
。

图 2 示意 了处于 M FI 骨架孔道交叉区域中混合模板剂 TE A
一

T B A 的优化构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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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l
’“,
合成出 TS

一

1 分子筛的结果
。

2

.

3 从表 3 列举 的计算值可看出总体上随 Ti 含量增加
,

模板剂对 TS
一

1 骨架的稳定作用下

降
。

表 4 以 T P A 为例
,

列举 了 Ti / Si
= 0
.
0

、

0

.

0 2

、

0

.

2 的计算结果
,

其 中 Ti / Si
= 0
.
0 实际上就是

全硅 ZSM
一

5

。

表 4 T
PA 模板剂与不同 Ti / si 比 M FI 分子筛的总能最

T able 4 T otal E nerg y (KJ ) betw
een T PA and M FI w ith D iffe

rent T i/ 51 R atio

tem plate zSM 一

5 ( T i / 5 1 二 0
.
0 ) TS

一

l ( T i / 5 1
二
0

.

0 2 ) T S
一

1
(
T i / 5 1

二
0
.
2 )

一
3 2 3

.

3
一
3 1 3

.
6

一
1 6 4

.
9

所以模板剂
一

分子筛骨架非成键互作用能的计算大致上可以解释
: Z SM

一

5 的合成条件比较宽

松;TS
一

1 合成条件 比较苛刻 ;高 Ti 含量 TS
一

1 难于合成的趋势
。

通过 以上能学计算途径
,

对几种模板剂与 ZSM
一

5

、

T S

一

1 分子筛的相互作用能计算结果与

实验结果进行关联
,

我们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

(l) 用能学计算结果定量说明了不同模板剂在合成 ZSM
一

5 和 T S
一

1 分子筛时所起的作用大

小次序
。

(2) 通过计算定量说明钦含量越高的 TS
一

1 分子筛越难合成
,

一定程度地论证了 T S
一

1 分子

筛合成实验中所显示的规律
。

参 考 文 献

[l] pere go G
.,

T
a r a

m
a s s o

M

.

NO

t a
ri B

.

刀S 尸 4 4 1 0 5 0 1
,

1 9 8 3

.

「2」H
uybre ehts D

.
R
.
C
.,

D
e

B ru g
e

h
e r

L

.
,

J

a e o

b

s
p

.

A

.

Na

t u
re

( 玩
ndon)

,

1 9 9 0

,

3 4 5 ( 6 2 7 2
)

,

2 4 0

.

1
3

]
C l

e
ri

e
i M

.

G

. ,

B
e

l l

u s s
i G

. ,

R

o
m

a n o
U

.

J.
Ca

t a

l

. ,

1 9 9 1

,

1 2 9 (
l

)

,

1 5 9

.

[
4

]
E

s
p

o s
i t o

A

. ,

N
e r

i
C

. ,

B
u o n o

m
o

F

.

刀5 尸4 4 8 0 1 3 5
,

1 9 8 4

.

[ 5 ]
E

s
P

o s
i t o

A

. ,

N
e r

i C

. ,

B

u o n o
m

o
F

.

邵P 2116974
,

1 9 8 5

.

[
6

]
R

o

ffi

a
p

. ,

p
a

p
a

ra
t t o

G

. ,

C

e s a n a
A

e t a

l

EP

3 0 1 4 8 6

,

1 9 8 9

.

[
7

]
V

a n

d

e r
P

o

l A

.

J

.

H

.

P

. ,

V
e

rd

u v n
A

.

J

. ,

V
a n

H
o o

ff J

.

H

.

C

.

尸阳ce
e d i刀邵 of the 9 th In tern ational Ze

olite

CO nfe
re nee, M

o n t
re

a

l

,

1 9 9 2

,

p 6 0 7

.

[
8

]
A 笔auer R

.
J
.,

L
a n

d

o
l t

G

.

R

.

US Pa

t

.

3 7 0 2 8 6 6

,

1 9 7 2

.

[ 9 ] Lo

k B

.

M

. ,

C

a n n a n
T

.

R

. ,

M
e s s

i
n a

.

C

.

A

.

Ze

o

l i t es

,

1 9 8 3

,

3

,

2 8 2

.

[
1 0 ]

T
u e

l A

. ,

B
e n

T
aa

ri t Y

, ,

N
a e e a e

h

e 。
C

.

Ze

o
li te

s ,

1 9 9 3

,

1 3

,

4 5 4

.

[ 川Lle
ang(李 刚)

,

G U O X i
n 一

W

e n

(郭新闻)
,

W
A N G X i

a n
g

一

S h
e n

( 王祥生 )
,

z H A O Q
i

( 赵 琦 )
,

B A o x i
n 一

H
e

(包信和)
,

H A N X i
u 一

W

e n

( 韩秀文 )
,

ll N Li

一

W

u

( 林励吾 ) cuihua X ue bao (Ch i舰
se
JO
urn al of Ca

ta
lxs is )

,

1 9 9 8

,

1
9

,

3 7 1

.

[
1 2

]
Z H A O

Q
i

( 赵 琦 )
,

H A N X i
u 一

W

e n

( 韩秀文 )
,

L I U X i
u 一

M
e
i
( 刘秀梅)

,

ll N L i

一

W

u

(林励吾 )
,

B A o X i
n 一

H
e

( 包

信和)
,

L l G

a n
g

( 李 刚)
,

G U O X i
n 一

W

e n

( 郭新 闻)
,

W A N G X i
a n 兮S heng (王祥生) 介

。e
ee di 卿 of

名h
e 1 0 艺人

肠
tionalM “

g
儿 e :

ic R es
o n a

nc
e

Co nfe
re 、
e
(第+ 届全国波谱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

Q
i
n

g d

a o ,

1 9 9 8

,

p l 8 9

.

[
1 3 」Vi

neent Shen
,

A l

e x
i
s

T

.

B

e

l l

.

Mi

e

ror

o

ro us

Ma

t e r
i
a

ls

,

1 9 9 6

,

7

,

1 8 7
一

1 9 9

.

[
1 4

] Z
H U S h

u
i
一

p i
n
g

( 朱水平 )
,

J I N

Q

i
n

g

一

H
u a

( 金庆华 )
,

L l B
a o 一

H
u
i

( 李宝 会 )
,

W
A N G L i

一

J

u n

( 王 利军 )
,

W
A N G J i

n
g

一

Z h
o n

g
( 王敬中)

,

D I N G D

a 一

To

n
g

( T 大同) w可￡Hu ax ue
J
Y‘e b

a o
( Ch

ine
se
Jo
u
rn
a
l of lno

嗜a , ‘
i
e

Ch

e
m is t叮)

,

1 9 9 9

,

1 5

,

3 3 1

.

[
1 5 1 CS Ch

e
m 了D P ro soft

w a re : 肚乃夕2 atom 卯
e尸a ra

me
ze rs

,

C

a
m b ri d g

e , v e r
.

4

.

0

,

1 9 9 7

.



·

4
6 0

.

无 机 化 学 学 报 第 16 卷

[16 」K
ollingsveld H

. van,

B

e

k k
u

m H

.
v a n ,

J

a n s e n

J

.

C

.

A
e t a

C
rys

t

. ,

1 9 8 7

,

B 4 3

,

1 2 7

一

1 3 2

.

[
1 7

]
z H U S h

u
i

一

p i
n

g
( 朱水平 )

,

J I N
Q

i
n

g

一

H
u a

( 金庆华 )
,

L l B
a o 一

H
u

i
( 李宝会 )

,

W
A N e J i

n
g

一

Z h

o n
g

( 王 敬中)
,

D I N G D
a 一

乳
ng (T 大同) ,仍宁￡瓜ax ue xu

e占a o ( e 人ines 。
JO

u r n a
z of 爪org

a ni。 e 人em is try )
,

1 9 , s
,

1 4

,

2 1 6

.

f
1 8

] J

a n o s
B

.

N
a

留
,

z
e

l i m i
r

G
a

b

e

l i
e a ,

E
r

i
e

G

.

D
e

ro
u a n e

Ze

o
l i t e s ,

1 9 8 3

,

3

,

4 3

.

N

o n

一

B
o n

d i
n

g E
n e r

g i t i
c s

A
n a

l y
s
i
s o

f
M

i
x e

d T
e

m P l
a
t
e s

i
n t h

e
S y n

th

e s
i
s o

f T S

一

1

W A N G L i

一

J

u n ,

u
B

a o
一

H
u
i
’

J I N
Q
i
n
g
一

H
u a ,

G U O Z h
e n

一

Y
a ,

T A N G S h i
一

X i
o n

g
Z

D I N G D
a
一

T
o n

g
‘

(
D 叩art m ent of

lp hy
占
ics

, 2

Ch

e
m is z砂

,

Na

, ‘
k
a
i UI

:
i
v e
rs ity

,

Ti

a

n,i
n 300071)

T h e non 一

b
o n

d i
n
g

e n e r 盯 betw een tetram erhylam m onium
,

t e t r a e t
h y l

a r n
m

o n
i

u
m

,
t e t r a

p ro p y l
a

m

-

】1 1 O n lU 】】1
t e t

ra b
u t y l

a
m m

o n
i
u
m

,
a s t e

m p l
a t e o r

m i
x e

d
t e

m p l
a t e s

,
a n

d
t

h
e

fr
a

m
e w o

rk
o

f

z e o
l i t e w i t

l
l

M F I
s t川eture are

energetlcs
·

e a

l

e u

l

a
t
e

d

.

S

o

m

e s

y

n
t

h

e s

i

z e r e s u

l

t
s o

f

t

h

e z e o

l
i

t
e

T S

一

l
e a n

b
e e x

p l
a
i
n e

d b y t
h
e

K
e y w o r d s :

m
o l e e u l a r s

i
e v e

t e m P l a te

e n e r
g i t i e s c a l c

u
l a t i o n n o n

一

b o n
d i n g e n e r

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