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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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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设计并合成了5种呋喃并[3’,4’:5,6]吡啶并[2,3-c]吡唑受体分子, 利用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考察了其与F－, Cl－, 
Br－, AcO－, 等阴离子的作用. 结果表明该类受体分子与阴离子形成氢键配合物, 导致呋喃并吡啶并吡唑受体的

光谱发生变化. 测定了配合物的结合比和稳定常数, 发现受体化合物对F－, AcO－离子具有良好的选择性, 对其它

多种阴离子无影响. Job曲线表明受体分子与阴离子间形成1∶1型的配合物. 

关键词   

呋喃并[3’,4’:5,6]吡啶并[2,3-c]吡唑   阴离子识别   氢键作用 

  
分类号 

DOI:   

 

通讯作者: 
史达清 dqshi@suda.edu.cn 
作者个人主页: 

史达清*;a 李 燕b 石春玲c 王海营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