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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物所手性双功能配体设计研究获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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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消旋化是一种重要的获取光学纯化合物不对称催化技术。在该领域中，动态动力学不对称转化（DYKAT）因其

高效、原子经济性（100%理论收率）而受到化学家们的青睐，但针对反应中间体是一对非对映异构体的转化一直是

一个挑战性的课题。 

近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廖建研究小组设计了一类新型手性双亚砜膦配体（BiSO-P），并首次通过DYKAT策

略实现了钯催化的1,3-二取代非对称烯丙醇酯不对称吲哚化，获得了高区域选择性（85/15-96/4）、高收率（64-

84%）和高对映选择性（84-95% ee）的结果。机理研究证明，烯丙基钯中间体快速去消旋化是反应获得高对映选择

性的关键；配体的两个亚砜基团在反应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Lewis酸（与钯配位）和氢键受体，发挥了双功能的

作用。特别是亚砜基团与吲哚底物形成的氢键，不但提高了反应速率，而且能够有效控制立体选择性。 

研究成果以通讯的形式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4207 –4211）上。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等课题的资助。 

原文链接 

成都生物所手性双功能配体设计研究获进展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2013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