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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成了铜与水杨醛缩缬氨酸Schiff碱(salval)分别和1,10-菲咯啉(phen)及2,2’-联吡啶(bpy)形成的三元配合物

[Cu(salval)(phen)] (1), [Cu(salval)(bpy)]&#8226;3H2O (2). 通过元素分析, 摩尔电导, IR, UV, TG-
DTG对其进行了表征. 配合物2的结构经X射线单晶衍射确定, 三斜晶系, P-1空间群: a＝0.92676(3) nm, b＝
1.03143(4) nm, c＝1.25042(3) nm; α＝74.108(2)°, β＝77.2240(10)°, g＝81.5880(10)°, V＝
1.11642(6) nm3, Dc＝1.467 g&#8226;cm－3, Z＝2, F(000)＝514, 最后吻合因子R1＝0.0441, wR2
＝0.0856 [I＞2σ(I)]. 同时用荧光法研究了配合物与牛血清白蛋白(BSA)的相互作用. 结果表明, 两种配合物对

BSA的荧光都有较强的猝灭作用, 静态猝灭是引起猝灭的主要原因. 在浓度比c配合物/cBSA为0～10范围内, 配合

物1和配合物2在BSA上只有1个结合位点; 25 ℃结合常数KA分别为6.50×105 (1), 4.33×105 (2) 
L&#8226;mol－1; 给体(BSA)与受体(配合物)间的最近距离r分别为3.85 (1), 4.26 (2) nm. 说明两种配合物

都能部分插入BSA分子内部, 且配合物1与BSA的作用强于配合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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