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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次以2,4,6-三吡啶基三嗪(TPTZ)与Sm, Eu, Tb和Dy氯化物反应，合成四种单一稀土配合物以及Tb分
别1∶1掺Gd, Y, La的三种异核配合物。经元素分析、稀土络合滴定、摩尔电导率、红外光谱、紫外光谱和差热-
热重测定表明，配合物的组成分别为RE(TPTZ)Cl3·3H2O(RE=Sm, Eu, Tb, Dy)和Tb0.5Ln0.5(TPTZ)

Cl3·3H2O(Ln=Gd, Y, La);TPTZ作为三齿配体与稀土离子配位，即中心环提供一个N原子，两个吡啶环分别提

供一个N原子;配合物中3个水分子与稀土离子配位，1个Cl-在外界，2个在内界，为1∶1型电解质;配合物内外界

可能为[RE(TPTZ)(H2O)3Cl2] Cl，稀土离子的配位数为8。配合物的荧光光谱测试表明，四种单一稀土配合物

中，Tb配合物发光最强;三种1∶1掺杂异核Tb配合物荧光强度大于纯Tb配合物，表明Y3+, La3+和Gd3+都可以

敏化Tb3+的发光，其中Gd3+的敏化作用最强，Y3+次之，La3+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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