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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酪氨酸固体配合物的合成及表征 

宋迪生 付超然 刘翊纶 

(化学系) 

摘 要 

舍成了三种稀土酪氨酸配合物．通过化学分析。元素分析。虹外光谱， 射 

线衍射，热分析等，确定了。所得配合物的组成，其通式为Ln(Tyr)mCIj·nH2。 

亿 n=Pr， ， 王 1．5， 4； Ln=Dy。·， =2。 毒̂5： Ln=Y。 ，，l=2， 月皇6； 

Tyr=Tyrosine)．研究了它们的分解枫理。求得了它们各分解阶段的表观活化能 

和脱 水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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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对稀土氨基酸固体配合物的制备及其性质已有报道 “ ．稀土与酪氨 

酸的配合作用虽有报道 ’，但仅限于水溶液中性质的研究。其固体配台物尚未见文献 

报道．本文选择轻、中、重稀土备一种合成了它们与酪氨酸的固体配合物，并研究了它们 

的一些性质． 

1 实验部分 

1．1氯化稀±水台物制备 按文献【1]的方法制备． 

1．2配台铀制备 PrCl3与 Tyr按 1：1，DyC1，。YC1，与 Tyr按 1：2摩尔比溶于无水乙醇 

中，回流 6—10小时，冷却、过滤，滤液在水浴上缓慢蒸发至牯稠状，放人盛 40一 

如％H2S0．的干燥器中效天，即有晶体析出。抽滤，少量无水乙醇洗涤，置 P|O，。干燥器 

中真空干燥即得固体产物．其他轻稀土配合物制备同 PI，中、重稀土同 Dy或 Y配台 

物．同时研究表明：轻、中，重稀土配合物的组成分 】l与Pr，DY，Y的配合物相同． 

1．3分析方法和仪器 Ln含量用 EDTA配位滴定法；C，H，N用意大利 1 106元素分析 

仪；H20古量 用热重分析的失重百分率计算；IR用美国 Mastton公 司 ALPHA 

CENTAVRIFT／IR分光光度计，KBr压片；x一衍射用 日本理学 D／max-ⅢC型衍射 

仪。CuK 靶，20kV，5mA；TG-DTG用 Pekin-Elmer TG-2热重分析仪。样重 5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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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升温速率为 5．0O，2．50，1．25℃ ／min， 

DSC-2差 示 扫描量 热 讣 ，惮重 2rag左 右， 

20ml／m in． 

2 实验 结果 与讨论 

N2流量 60ml／rain,DSC用 Pekin—Elmer 

升温速率 为 20"12／min，N2流量 15～ 

2．1 配合 物的组成及 性质 配合 物的元素分 析结果见 表 1。其组 成分别 为： 

Pr(Tyr)1 5c13’4H2O，Dy(Tyr)2CI3-5H2O和 Y盯yr)2cl ·6H2O。它们均溶 于水 、无水 

乙醇，DMF，DMA和 DMSO，不溶于丙酮和 CCI．；无确定熔点，大约 140℃左右分 

解，热稳定性不如配体 Tyr(3l4～31 8℃分解)。 

表 1 配合物的元素分析结果 

括号内为计算值 

2．2红外光谱 配合物的红外光谱测定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配合物和配体的 m 光谱(cm ) 

由表2可见，配合物的一NH；、一CO0一特征峰均在，说明酪氨酸在配合物中仍保留 

内盐结构-配合物中 一NH；的 Jas发生紫移，可认为是与 H O产生氧键的结果： 
一 CO0一的 。和 均发生了紫穆，表明酪氨酸是通过羧基与Ln’ 配位．配合物在3加0cm一1 

附近出现水分子的 OH一伸缩振动宽峰，表明配合物有水分子存在
， 与热重分析结果一 

致． 

2．3 x射线粉末衍射，配合物与稀土盐、配体的 x一粉末衍射特征值见表 3
． 从衍射角和 

衍射峰的相对强度对比看 配合物与稀上水合物和配体有明显不同
， 并非后两者衍射角的 

叠加，说明生成了新的化合物．但由于三种配台物的结构不同
， 所以它们的衍射角和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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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热分析 由 5,00~／min时的 TG—DTG 监线，读山 Pr(Tyr)l 5c】，·4H2O 的备分解 

阶段的温度范围和相应的失重数据见表 4。由表4可见，TG曲线所得的失重数据接近其 

理论值。同法可得山 Dy(Tyr)2CI 3·5H2O和 Y(Tyr)2CI3·6H2O热分析过程的类似图、表 

和结论，只是后两者脱水阶段是一步完成。 

表 4 酪氨酸错的热分解阶段和温度范围 

脱水或分解阶段 

p lj·4H20一 -PrCFyr)，，dj·2H2O 

Prfryr)I，CI，·2H 0一 -Pr r)l jcl 

er(Tyr), r ’P ．clfr~r)I，·l／2(Pf(Tyr}I jcl1] 

PtOCI(Tyr),，l／2 CPr(Tyr)I，CI3)一 分解产物 

脱水或分解温度范围(℃) 残 留百分串(％) 

DTG ’ 

O6 3 90) 

g7 8O俗，．81) 

82．54(s2． 、 

中问值为峰值 括号内为计算值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改变井温速率的研究结果表明：升温速率越慢，各阶段的TG曲 

线平台越明显，其 TG失重越与讣算值接近，进一步说明各分解阶段的存在 同时，静态 

窑气中的实验结果与N：气氛中的实验结果完全相同。 
可以认为三种配合物的热分解过程为： 

钉 盯 
懈H H 

彳： 
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  

541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l990年 

Pr yr)Ij钆．4H 。一41-- 酉106一~2Pr(Ty r)I ·2H20 亏； Pr(Ty0 
147-- 2 87~2PrOCI(T  ̈ (Pf(Tyr)。 黼  

。yCryr)2c1，hC．5H20与嚣 。y )2C13 Dyo ofryr) ’1／2 
(Dy yr)：C1]) 丝 = ! 分解产物 

98．4 ～ ⋯ ’‘ 

Y(Tyr) CI3． 6H 。 ． Y(T ，堕 Yoc1(Tyr)2‘ 1／ 2 

CY(Tyr)2C13)望 
1

二

75 ．3 
分解产物 

需要指出：其他轻稀土酪氨酸配台物的脱水阶段有的是分步进行(如 Nd】，有的是一 

步完成(如Sm)，而中，重稀土酷氨酸配台物的脱水均一步完成；分解过程却都一样(只是 
分解温度有差别)． 

应用 Kissinger法 求出的各分解阶段的表现活化能值见分解过程箭头下方数据(单位 

kJ·mol )．所得脱水焙数据见表 5。 

表 5 配台物的脱水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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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lid Coordination Compounds of
． 

Rare Earths W ith Tyrosine 

SongDisheng ，FuChaoran，工 】，m|一 

(Department ofChcmistry) 

Abstract 

In this papcr， thrcc solid coordination compounds of rare earths with tyrosinc havc 

been preparcd in anhydrous alcohol media
．Their formula is Ln (Tyr) C1，·nH2O 

(Ln Pr， m=1．5， n=4； Ln=Dy， m=2． n=5：· Ln=Y， m =2， n：6： 

Tyr=Tyrosinc)The compositions and structures of these ncw compounds h毫vc bee1l d 

term incd by the mcthods of chemical analysis
， 

diffraction and thcrmoanaIysis Some physical 

invcsigatcd．’ 

clcmcntal analysis， IR． X-ray powder 

and chemical propcrtics have also been 

Key words：Rare ca~ s； Tyrosinc； Solid coordination comp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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