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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循环伏安法研究了肉桂腈在乙腈溶液中的电还原行为, 其在-1.46和-2.0 V处各存在一个还原峰. 第一个峰处恒

电位电解得到了线性、环化氢化二聚产物以及苯基戊二腈; 第二个峰处电解得到了饱和二氢还原产物苯丙腈. 结合

循环伏安模拟判定了整个电还原的具体反应机理是肉桂腈通过电化学-电化学-化学-化学(EECC)反应机理生成苯丙

腈, 同时经历自由基-自由基(RR)过程得到线性和环化二聚产物, 肉桂腈还可以与乙腈的共轭碱反应得到苯基戊二

腈. 最终通过循环伏安模拟求得相应反应的动力学常数, 自由基-自由基耦合反应速率常数为104 L·mol-1·s-1, 第二

个电子转移反应速率常数为0.3 cm·s-1, 其后质子化反应的速率常数为105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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