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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N, N′-双(2-吡啶甲酰胺)-1,2-乙烷配合物合成及与DNA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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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成了四种N,N′-双(2-吡啶甲酰胺)-1,2-乙烷(H2L)稀土配合物。经过对元素分析, 红外光谱, 紫外光谱, 

热重分析和摩尔电导值的分析, 确定配合物的组成为：[Ln(H2L)(NO3)2](NO3)·3H2O(Ln=Sm, Eu, Gd, 

Tb)。光谱测试结果表明：配体H2L中酰胺羰基氧和吡啶氮分别与稀土离子配位, 硝酸根为双齿配体, Ln(Ⅲ)与

H2L形成了1∶1的螯合物。另外, 通过紫外光谱、荧光光谱和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方法对Sm配合物与DNA之间的

作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实验结果显示随着DNA的加入[Sm(H2L)(NO3)2](NO3)·3H2O配合物在265 nm处

的紫外吸收峰逐渐减小, 并产生红移现象, 得到配合物与DNA的结合常数为1.24×105。Sm配合物使EB-DNA体
系发生荧光猝灭, 由于配合物和EB争夺与DNA的结合位点, 从而使体系中游离的EB增多。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峰的

变化亦显示随着DNA的加入配合物的谱峰强度减弱, 同时1 282 cm-1处的谱峰消失, 说明配体的吡啶环在一定程

度上插入了DNA的双螺旋平面, 导致吡啶环的电子云密度发生改变。以上结果表明配合物和DNA发生了显著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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