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期
 年 月

无 机 化 学 学 报
    !

,

,

量热法测定氯化衫与甘氨酸配合物的标准生成焙

周传佩
‘, 陈文生

‘
,

刘 义
·

‘

章习哲 屈松生
’

武汉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

武汉

湖北药检高等专科学校
,

武汉  
, 湖北教育学院

,

武汉

关健词

分类号

稀土抓化物 氮化衫 甘氮酸 标准生成给

稀土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日益受到人们关注
,

稀土化合物所具有 的抑菌
、

抑癌
、

消炎等

作用及其作用机理的探讨已有报道 【’
一
】。 最近几年稀土在生物领域中的研究又有 了新的突破

和进展
,

从稀土与氨基酸
、

蛋 白质
、

膜脂及膜蛋 白的作用到其对  
、

的影响
’

·

〕
,

从稀土

的分子水平
、

细胞及亚细胞水平到动物整体实验的系统研究  等
,

分别从不同的层 次
、

不 同的

水平研究了稀土的生物效应
。

但至 目前为止
,

稀土的生物效应机理及其对人体的影响尚未得到

令人满意的解 释
。

由于氨基酸是构成人体蛋 白质的基本单位
,

故研究稀土与氨基酸的相互

作用可为探索稀土在生物体内的代谢及其生物及药理效应提供基础
。

自从  报道了
, ·

比 的抗肿瘤作用后
’,

人们对稀土氯化物与甘氨酸的作用倍加注意
,

但所见

报道多是研究这类配合物的制备和性质
【“ ‘ ’“】

,

对其热化学性质的研究报道则较少见
。

由于稀土

氨基酸配合物的热化学数据对从理论上深人开展稀土生物效应 的研究是必要的
,

因此稀土氨

基酸配合物的热化学性质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

抓化衫与甘 氨酸配位反 应的热化学 性质研究 尚未见报 道
,

本实 验用溶解 量热法
,

以
· 一 ‘

为量热溶剂
,

在具恒温环境的反应热量计 川 中
,

于 的恒温温度下
,

分别

测定了反应物
·

凡 和产物
, ·

的溶解烩
,

根据热化学

原理设计一个热化学循环
,

可计算得到六水氛化衫和甘氨酸配位反应的反应烩
,

并进一步估算

出
·

的标准生成熔
。

实验部分

主要仪器与试剂

日本岛津
一

型紫外可见光谱仪
一

型热重差热分析仪
一

型阿贝折光仪 参

照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和贝特福德学院 教授所提供的经改进研制的具恒温环境的

反应热量计
,

该热量计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

型精密温度自动控制仪
, 一

型库伦

仪
,

恒温装置及 型 自动记录仪
。

收稿日期
一 。 。

收修改稿 日期
。 一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和湖北省教委科研计划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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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 周传佩
,

女
,

岁
,

副教授
,

武汉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 生物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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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级
,

含量大于
,

上海康达试剂厂生产 为生化试剂
,

华

美生物工程公司分装 级 量热标准物质 高纯试剂
,

含量高达
,

使用

前在 ℃下烘 实验用水均为二次蒸馏水
。

, ·

的制备

按文献【’ ,
提供的方法制备  

· ,

分别准确称取一定量 已干燥至恒重的
。 ,

与
,

二者物质的量的比为
, · , , , ,

加水溶

解至清
,

在 ℃ 水浴上反应 左右
,

经冷却后析出浅黄色晶体
,

过滤
,

用少量乙醇洗涤
,

置
,

真空干燥器干燥至恒重
,

经分析其组成为
·

比
。

标定热 , 计

本实验所用热量计的恒温原理
、

构造及标定见文献 川所述
,

实验前用高纯 对热量计

进行标定
,

测试温度为
,

标定时 与 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二

,

经 次测定所得 的溶解熔为 导 二  土
· 一 ’。

同等测定条件下 的溶解烩的文献值为

乙厅澎  ! 土
· 一 ’吏川

标定结果与文献值误差小于
,

证明本热量计的准确度与精确度均合要求
。

反应恰的测定

溶剂 的选择及热循环设计

选择
· 一 ’

作量热溶剂
,

反应物与产物均能很快溶解
,

分别测定反应物及产物溶

解过程的热效应
,

设计如下热循环
,

即可测定
·

与 生成
·

的

反应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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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私 的测定

按 1:3 的物质的量 的比分别准确称取一定量 的已研细的 Sm C1
3 ·

6 H

Z

O 及 Gl yc ine
,

先将

Sm cl 3
·

6 H

2

0 置于热量计的加样装置中
,

再移取 10 0m L Zm ol
·

L

一 ’
H cl 于反应池内

,

调整热量

计至体系恒温为 298
.
ZK 后将 Sm C1

3 ·

6 H

2

0 加人
。

测试完毕后
,

将加样装置取出
,

吹干
,

再装人

已称量好的 Gl yc ine
,

重新置于反应池内
,

调整热量计至体系恒温为 298
,

Z K 时将 cl yc ine 样品

加人到已溶有 Sm C1
3 ·

6 H

2

0 的 Zm ol
·

L

一 ’
H cl 溶液中测试

。

经 5 次测试所得结果见表 1
。

1

.

4

.

3 △从 的测定

准确称取物质的量 与 Sm C1
3 ·

6 H

Z

O 等同的一定量的 Sm (Gl y)
3C1 3

·

3 H

Z

O 置 于加 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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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用微量进样器取 0
.
02 2m L H

ZO 加人已装有 10 0m L Zm ol
·

L

一 ’
H CI 的反应池中

,

待体系恒温

至 298
.
Z K 时将样品加人

,

经 5 次测试所得实验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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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测定数据和配位反应的标准反应焙的计算

从以上测试结果
,

可计算配位反应的反应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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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于压力对凝固态物质的焙值影响很小
,

故在计算时可将本实验结果视为标准态下

的热化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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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 Sm (Gl y)
3
C1 3

·

3 H

Z

O 在 298
.
ZK 时的标准生成烙为

一 3 6 3 1
.
7 4 kJ

·

m ol

一 ’。

参 考 文 献

川 zH^NG H
ui(张 辉 )

,

几NG Ji
a
(冯 嘉)

,

Z H U

We

i

一

r an
g

( 朱为方 ) xi t
u
(Ch ines

。 尺a re E a材灿)
,

1 9
99

,

20

(

2
)

,

2 3

.

[ 2 ] u x i
ao

一
B i

n

(李晓滨)
,

z H o u A i

一

R
u

(周爱儒)
,

Y u w

e n 一

H
u a

( 俞文华)
et以 z入口7唱百uo xi

tu X 此吞ao (JO

urna

z of

the Ch ine
:。 双。阳

Ea
材h So

e
i
e仃)

,

2 0 0 0

,

1 8
(

2 )

,
1 5 6

.

[ 3
] ll U X i ao

一

玩i(刘晓雷)
,

C H E N C h
a o 一

J
u n

(陈朝军 )
,

W A N G H

o n 兮Y u (王宏宇)
etal 肋

u(Ch ines
e
Ra re E

ar‘灿)
,

1
99

7

,

1 8 ( 5
)

,

1 3

.

[
4

] Y A N e w

e

s

一

n
o n

g
( 杨维东 )

,

W ^ N G T i
n

g
( 王 艇 )

,

比1H
eng一Y i

( 雷衡毅 )
et al xi t

u
(以ines

e 双are 及
雌公 )

,

2 0 0 0

,

2 1 ( 3
)

,

6 2

.

[
5 1 S H E N Z h i

一

G
u o

( 申治国)
,

比1H
eng- Yi(雷衡毅)

,

W E I
Q

i
n

g
(魏 青)

et al肋
“
(
Ch

~

Ra
re 肠材hs )

,

1 , 9 9
,



无 机 化 学 学 报 第 17 卷

20 (4 )
,

4 2

.

[ 6
]

F E N G J i
a

( 冯 嘉 )
,

z H A N G H

u

i ( 张 辉)
,

z H U

We

i

一

Fa

n
g

(朱为方 )
et al Zho 飞活uo Xi t

u X讹bao ( Jo
u
~
l of

the C hi
~

双。陀
Ea
yt h S OC i

ety )
,

2 0 0 0

,

18 ( 4)

,

35
6.

[
7

1
A

n

gh
i l

e
ri L

.

J

.

A

~

i。
一

Fo
rs

ch

,

1 9 7 5

,

2 5

,

7 9 3

.

1 5 ] e A o s h

e n
g

一

u ( 高胜利 )
,

x u E H

o n
g

一

凡(薛鸿福 )
,

z H A N e w

a n 一

肠
ng (张万龙)

et d H
~ ue X ue 吞ao ( 注

eta

Ch i, ica
si

~
)

,

1 9 9 4

,

5 2

,

6 9 3

.

[
9

]
G A O S h

e n
g

一

U (高胜利)
,

W A N G z h
e n 一

J

u n

( 王振军 )
,

J
IA

Y i
n

g

一

Q
i
(贾婴琦 )

et al
Xit
u
(Ch ines

e
瓜re E

a雌公)
,

1 9
%

,

1 7 ( l
)

,

1

.

【10 ]CH E N J
u一

X i
an

g
( 陈菊香)

,

R A N X i
n

g

一

Q

u

an ( 冉新权)
,

G U O z h i

一

z h
e n

( 郭志蔑)
et al 命

。
山咭 尤讹%iao H

Uax
ue

万讹bao ( C加m iCa l jo
~

1 of Ch ines
e
Un 沁rs众如)

,

1 9 9 0

,

1 1
(
6

)

,

5 5 5

.

1 1 1 ] W A N G C

u n 一

X i
n

( 汪存信)
,

S O N G Z h ao

一

H
u a

( 宋昭华)
,

X I O N G W

e n 一

G ao ( 熊文高)
et al 叭liH ~ ue X讹b

ao

(A血 外”ico Ch
im
ica si 成ea )

,

1 9 9 1

,

7 ( 5 )

,

5 8 6

.

[

一2 ] w u J i
一

e
u

i
( 吴集贵)

,

D E N e

Ru

一

w

e n

( 邓汝温 )
,

W A N G Li

u 一

Fa

n
g

( 王 流芳 )
et al 肠nZh

ou D ax ue Xue bao

(Jo
~
l of 切心h

ou
Un 沁。勿)

,

1 9 8 4

,

2 0 ( 3 )

,

6 9

.

[
1 3 』M

no
tgo
m e汀 R

.
L
. et al J. C hem

.
,乳忍 r

mo dy na
m
ics

,

1

97

7

,

9

,

9 1 5

.

[
1 4 ] W

e

as
t

R

.

C

.

CR

C

Ha nd
b

o o

k
of

C he
m 臼t叮 a nd P h”ics

,

C R C P re
s s :

n
o

ri d
a ,

1 9 8 9
一 1 9 9 0

,

D

一

1 2 1

.

[
1 5 ] W

a
g m

a n
D

.

D

. ,

E ra

n s

W

.

H

. ,

P

a

rk

e r

V

.

B

.
e t a

l Th

e

NB

S
t a

b
les of Ch

e
m ic

a

l
Th

e

rmo

方na m ic Pror
e材
icS

,

J. Ph
”
.

C 八e二 左可: Da
‘a ,

Su

p p l

.

2

,

1 9 8 2

,

1 1

,

2

.

[ 1 6 ] S

o

be

r

H

.

A

. ,

H
art

e

R

.

A

.

Ha nd
乙ook of B io ehe m is t尽

,

se l

e e 止
ed D at

a
fo
r

Mo
le
c

咖
rB动之哪理 ,

Z
nd Ed

i
t 沁n

,

Th

e

C h

e
m i

e

al R

u

b
be

r

C

o
.

:

o h i
o ,

1 9 7 1

,

B

一

6 3

.

T h
e

D
e

te

rm

i
n a

ti
o n o

f t h
e

C al
o

ri m

e
t
r

y
o

f
th

e
s 妞n d ard M ola

r F orm ati on

E n th alP y of C oord i
n ati on C om P oun d

of Sam arium C h lorid e 初th G ly
cine

ZHOU Chuan一
Pe

i

‘
,

2

C H E N
W

e n
一

S h
e n

g
,

,

’
L I U Y i

‘
Z H A N G X i

一

z h
e Z

Q
U S

o n
g

一

S h
e n

g
,

(
’

co
l坛卯 of c he m ist ry

a
nd E n刃

iro

n

me
耐 sc ic

nce, 叭认an Un 沁rs ity, 叭
乙

ha
n
43 00 72 )

(

Z

Hu
be i

Co
l l绍
e
of Ph

arn砚
aC
y a

nd Cl in
ica

l 肠b
o材 。叮 sc ie nce

m ,

讯认
“n

4 3 0 0 6 4
)

(

3
H ‘b

e i E ’d uC at如n Co ll
e
邵

,

爪认
“ n

4 3 0 0 6 0 )

Th

e
m ol

a r
d i
s s o

l
u t i

o n e n t
h
a
l P y of

t
h
e

re
a e t a n t s a n

d
t
h
e

p ro d
u e t s o

f
t
h
e e o o

rd i
n a t i

o n r e a e t i
o n o

f

S
a
m
a
ri
u
m C h l

o
ri d

e
w i

t
h G l y

e
i
n e

h
a v e

b
e e n

m
e
as

u
re d b y i

s o
p
e
ri b

o
l
s o

l
u t i

o n e
al
o
ri m

e t
ry

,
t
h

e e
al

o
ri

-

m
e 示c solvent 15 Z m ol

·

L

一 ’
H C I

s o
l
u t

i
o n

.

Th

e s t a n
d
a
rd

m
o
l
a r

re
a e t

i
o n e n t

h
a
l p y d

r

月常(29 8
.
ZK ) 1

5

一 7
.
3 3 8 I kJ

·

m ol

一 ’
.

F ro m t h
e
re

s u
l t
s a n

d
o t h

e r a u x
i l i

a 汀 q uantities
,

t
h

e s t a n
d

ard

m
o

l
a r e n t

h
a

l p y
o

f

fo
rm

a t
i
o n

Of th
e n e

w
e o o

rd i
n

at i
o n e o

m p
o u n

d h
a s

b
e e n e

al
e u

l at
e

d
t o

b
e

d
f
H 导(Sm (G ly)

3C I,
·

3 H

2

0

,
s

,

2 9 8

.

Z K
)

二 一
3 6 3 1

.
7 4 kJ

·

m

o

l

一 ’
.

K
e
y w

o 川s: ra比 e妞d b C h lo ri d e S和m 和d U 幻口 C址o ri d e

s加”d a rd m ol a r fo
rm

a d o n e n
th
a l
Py

g lyc i n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