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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手性的温度效应：D-丙氨酸的变温X衍射和中子衍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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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X衍射（300, 270, 250 K）和中子衍射（300, 260, 250, 240 K）研究D氨酸单晶在静态的和动力学的变温

过程中的结构特征以及考证Salam预言的由D到L构型转变的可能性. 实验发现丙氨酸晶体的空间群P212121对称性

没有改变. 实验结果否定了构型相变的可能，但是发现在~250 K有一个微小的、连续的对称性破缺发生. 晶体分子

振动产生的环电流模型可以用来解释D和L丙氨酸单晶直流磁化率和天然旋光角相反的现象， 与之相关的中子衍

射数据进一步揭示了变温过程中αC－H(2), N－H(1), N－H(4), N－H(6) 键长的不同变化. 中子衍射还显示了质子

移动所导致的动力学无序，来源于分子内氨基和羧基形成的氢键和分子间αC－H和氨基形成的氢键，从而产生的晶

格扭曲和NH3+的扭转. 实验结果表明Salam预言相变不是传统意义的结构相变，而是由于温度效应导致了在相变点
附近分子的宇称破缺能差（PVED）增大，然后通过氨基酸分子的隧道效应扩大了宇称破缺能差的影响，这一研究

为生命现象中快速的均一手性形成提供了非线性机理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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