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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研人员在选择性超分子模板效应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与化学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发现偶氮四羧酸分子能够通过羧基之间的氢键在液

－固界面形成二维开放性Kagomé网格结构。并且发现一些客体分子例如及富勒

烯分子对这种开放的Kagomé有机分子模板网格具有不同的吸附选择性。实验和

计算的结果显示， C60分子对于偶氮四羧酸分子形成的两种不同对称性的空腔

网格具有几乎相同的选择性，而体积更大一些的C80、Sc3N@C80分子则对于六次

对称的空腔具有更高的选择性。并且，由于碳笼壁上电负性的增加，金属富勒

烯Sc3N@C80分子与模板间有更强的相互作用，Sc3N@C80/偶氮四羧酸分子形成

的主客体复合结构更加稳定，可以形成更大面积的有序富勒烯分子阵列。这些

工作为进一步理解功能客体分子与模板、基底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实验基础，

这一研究结果为利用模板方法构筑富勒烯有序阵列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有关

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近期的《德国应用化学》上(Angew. Chem. Int. Ed. 47

(2008)6717-6721)。此项工作拓展了该研究组在前期工作中发现的一系列分子

主客体组装结构[J. Mater. Chem. 18(2008)2074-2081, ChemPhysChem 8, 

(2007)1519-1523, J. Phys. Chem. C111, 17382-17387(2007), J. Phys. 

Chem. C, 111 (2007) 9235-9239]。 

    主客体复合物为分子识别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途径。

有机主客体复合物的主体骨架结构在形状、化学特性、尺寸大小等方面具有可

调节性，对客体分子的几何形状以及结合特性具有选择性响应。通过利用超分

子结构的丰富多样性特点实现高选择性的有机主体结构的设计为分子纳米结构

的可控构筑和设计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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