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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纵横

高松、王哲明教授课题组在用甲酸根构筑分子磁性体系方面获得系列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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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松院士和王哲明教授课题组在用甲酸根构筑

分子磁性体系方面的研究获得了系列的成果。 

该课题组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多孔磁性甲酸盐[M3(HCOO)6]，它们具有相同的金刚石多

孔骨架；高的热稳定性和广谱的包合客体分子的性质；客体调控的磁性；手性客体包合形

成的手性磁体；极性客体包合导致的铁电和铁磁性共存；以及不同比例的混合金属Fe-Zn

表现了由多孔的三维磁有序自旋玻璃超顺磁体顺磁体的渐次转变等等（Chem. Commun. 

2004, 416; Inorg. Chem. 2005, 44, 1230; Adv. Funct. Mater. 2007, 17, 577, 2007, 17,1523; 

Aust. J. Chem. 2006, 59, 617; Polyhedron 2007, 26, 2207; J. Am. Chem. Soc. 2006, 128, 

15074; Angew. Chem. Int. Ed. 2004, 44, 6508）。 

该课题组以质子化有机胺阳离子为模板，构建了多个系列的甲酸桥连过渡金属形成的

三维磁性骨架，具有由模板调控的不同的网络结构和孔，模板质子化胺与磁性骨架形成的

氢键系统有可能进一步产生铁电性。先期的一些结果已经发表（Dalton Trans. 2004, 2209; 

Inorg. Chem. 2004, 43, 4615; Inorg. Chem. 2007, 46, 437; Inorg. Chem. 2007, 46, 8439）。最

近，该课题组获得了甲酸桥连八核簇形成的64核Fe64反铁磁立方体（J. Am. Chem. Soc. 

2008, 130, 10500）和甲酸桥串联3核MnIII3单分子磁体单元形成的单链磁体（Angew. 

Chem. Int. Ed. 2007, 46, 7388），表明了用甲酸根可以构建多种有趣的磁性体系。 

以上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应邀为Chem. Commun.撰写了综述文章

“Constructing magnetic molecular solids by employing three-atom ligands as bridges”(Chem. 

Commun. 200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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