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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稀土荧光络合物与高分子形成的复合物的结构与发光性能间的关系，利用α-噻吩甲酰三氟丙酮

（TTA）和三苯基氧化膦（TPPO）与氯化铕（EuCl3）分别制备了Eu(TTA)3·2H2O和Eu(TTA)3·(TPPO)2
络合物，及其与聚乙烯吡咯烷酮（PVP）的复合物。采用荧光光谱，红外光谱和透射电镜等方法对复合物进行了

表征。荧光光谱测定结果表明Eu(TTA)3·2H2O与PVP K30结构单元摩尔比为1∶35的PVP/Eu(TTA)3·

2H2O复合物的612 nm发射峰的荧光强度较Eu(TTA)3·2H2O络合物有显著提高。红外光谱研究表明络合物

的Eu3+与PVP分子的羰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配位作用，并且存在多种配位方式。透射电镜观察结果表明复合物

具有微相分离结构，其中的稀土络合物为无定形结构，这进一步表明PVP与络合物分子间存在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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