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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两个 2,6-二氨基吡啶衍生物与异酞酸相连, 得到一个袋状巴比妥酸衍生物受体(Hamilton受体, H-receptor), 同

时合成了带有萘基团的巴比妥酸衍生物(G-Np), 两者在非极性溶剂中形成氢键体系, 二氯甲烷溶剂中表观结合常数

KAPP＝(4.9±0.5)×104 mol－1•L. 稳态荧光发射光谱和磷光发射光谱研究表明, 室温下 H-receptor和 G-Np之间主要发生

单重态电子转移过程, 77 K下, H-receptor与 G-Np之间发生三重态能量传递过程. 本研究为 Hamilton氢键体系的理论

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 对理解氢键在生命体系中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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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aphthalene-barbiturate conjugant (G-Np) and a pockety barbiturate receptor (Hamilton re-

ceptor, H-receptor) with two 2,6-diaminopyridine groups linked through an isophthalic acid spacer were 

synthesized. The dyad is created by functionalizing the H-receptor and G-Np with six hydrogen bonds, 

which provide a high apparent association constant (KAPP approximately equal to (4.9±0.5)×104 mol－1•L 

in CH2Cl2). Excitation with 330 nm light mainly results in a singlet electron transfer between naphthalene 

and the H-receptor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a triplet energy transfer from the H-receptor to naphthalene at 

77 K.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new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Hamilton hydrogen-bonded system, and will 

benefit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hydrogen bonding in natural assemb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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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内存在各种弱相互作用, 这些弱相互作 用参与生命体内多种生理和生化过程. 到目前为止,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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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弱相互作用创建超分子体系仍然是现代化学中

的一个重要课题, 超分子体系的研究为建立具有新功能

的复杂体系提供了方便, 打开了构筑分子器件的大门. 

电子转移和能量传递过程广泛存在于生命体系中, 例如

生物体内的氧化还原过程、植物的光合作用等, 研究给、

受体的连接对了解生命体中电子转移和能量传递过程

的本质起着重要的作用[1,2].  

氢键是这些弱相互作用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相比其

他弱相互作用, 它具有方向性强、作用强度大等特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 氢键被应用于一些电子给  

体-电子受体二元体系的电子转移过程研究[3～6], 包括

简单的羧基、核酸碱基对等构筑的氢键体系, 以及近年

来研究发展的Hamilton六氢键体系[7]和Meijer四氢键体

系[8]等. Hamilton 氢键体系由两个 2,6-二氨基吡啶通过

芳环连接形成 Hamilton受体骨架, 该骨架与巴比妥酸[9]

或三聚氰酸衍生物形成六氢键体系, 该体系结构单一、

结合强度大、方向性强. 到目前为止, 人们对 Hamilton

氢键体系参与的电子转移和单重态能量传递过程进行

了很多研究[10～19], 但该氢键体系介导的三重态能量传

递研究尚未见报道, 而三重态能量传递是化学和生物过

程中最为常见和重要的过程[20].  

本工作中, 我们设计以Hamilton受体骨架和萘作为

一对电子/能量给、受体, 将巴比妥酸与萘通过共价键相

连接, 通过氢键使电子/能量给、受体相连, 利用光物理

的方法研究 Hamilton 氢键体系介导的电子转移和三重

态能量传递过程, 探讨氢键在电子转移和能量传递过程

中的作用. 本工作为Hamilton氢键体系的理论研究提供

了一个新的模型, 对理解氢键在生命体系中的作用有重

要的意义.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仪器 

2,6-二氨基吡啶, 三甲基乙酸, 5-硝基间苯二酸, 2-

萘甲酰氯均为 Acros 化学纯产品, 对羟基苯甲醛和巴比

妥酸均为北京化工厂化学纯产品, 钯碳为国药集团化学

纯产品(进口分装), 光谱测试用二氯甲烷与三氯甲烷, 

经浓硫酸洗涤后加入无水氯化钙回流 4 h蒸馏, 紫外吸

收光谱截至波长均小于 250 nm. 其它实验所用溶剂均

为市售分析纯试剂.  

Varian Gemini (300 MHz)核磁共振仪(TMS 为内

标); Finnigan 4021C型色质联用仪; Bio-Rad Win型红外

光谱仪 ; Hitachi F-4500 型荧光光谱仪 ; Shimadzu 

UV-1601PC 紫外吸收光谱仪; 上海辰华电化学分析仪

器厂 CHI 型电化学分析仪, CHF-XQ 型 500W 氙灯, 

EG&G 283 型循环伏安仪; 北京科仪电光仪器厂 XT4A

显微熔点仪.  

1.2  化合物的合成 

1.2.1  Hamilton 受体骨架(H-receptor)的合成(图式 1) 

 

图式 1  Hamilton受体骨架(H-receptor)合成路线 

Scheme 1  Synthetic route of Hamilton receptor (H-rece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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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氨基-6-三甲基乙酰胺基吡啶(化合物 1)的合成: 

将 2,6-二胺基吡啶(3.0 g, 27.5 mmol)和三乙胺(2.1 mL, 

15 mmol)溶于 40 mL无水四氢呋喃中, 于 0 ℃缓慢滴入

含有 2,2-二甲基丙酰氯(1.8 mL, 15 mmol)的 10 mL无水

四氢呋喃溶液(约 2 h 滴加完毕). 滴加过程中生成白色

三乙胺盐酸盐沉淀, 室温继续搅拌 4 h, 过滤除去沉淀, 

旋转蒸发除去四氢呋喃, 剩余固体用硅胶柱层析分离, 

洗脱剂为 V(二氯甲烷)/V(乙酸乙酯)＝6/1, 得到白色固

体产物 2.0 g(化合物 1), 产率 37%. m.p.: 148～149 ℃; 
1H NMR (300 MHz, CDCl3) δ: 7.72 (s, 1H), 7.57 (d, J＝

8.0 Hz, 1H), 7.45 (d, J＝7.9 Hz, 1H), 6.24 (d, J＝7.7 Hz, 

1H); IR (KBr) ν: 3479, 3372, 3301, 1662, 1611, 1456  

cm―1; MS (70 eV) m/z (%): 193 (M＋, 98), 102 (47), 87 

(100).  

5-硝基-N1,N3-2(6-三甲基乙酰吡啶-2-)异酞酰胺(化

合物 2)的合成: 化合物 1 (1.0 g, 0.52 mmol)与三乙胺(0.6 

mL, 4.3 mmol)溶于 15 mL无水四氢呋喃中, 于 0 ℃缓

慢滴入含有 5-硝基异酞酰氯(0.6 g, 0.24 mmol)的 10 mL

无水四氢呋喃溶液(约 1 h滴加完毕), 室温搅拌 12 h. 过

滤反应液, 除去三乙胺盐酸盐沉淀, 减压蒸干滤液, 剩

余固体用硅胶柱层析分离, 洗脱剂为 V(二氯甲烷)∶

V(乙酸乙酯)＝8∶1, 得产物(化合物 2) 1.2 g, 产率 88%. 

m.p.＞275 ℃; 1H NMR (300 MHz, CDCl3) δ: 8.97 (s, 

2H), 8.86 (s, 1H), 8.52 (br, 2H), 7.85 (br, 2H), 8.06～7.82 

(m, 6H), 1.36 (s, 18H); IR (KBr) ν: 1689, 1585, 1532, 

1507, 1448, 1307 cm―1; MS (70 eV) m/z (%): 561 (M＋, 

15), 504 (100), 420 (81).  

5-胺基-N1,N3-2(6-三甲基乙酰吡啶-2-)异酞酰胺(化

合物 3)合成: 320 mg(化合物 2)与 1.0 g氯化亚锡溶于 30 

mL 乙醇中, 回流 2 h. 蒸干乙醇后, 用 10 mL 10% 

NaOH溶液洗涤浸泡剩余固体产物, 用 30 mL乙酸乙酯

分三次萃取氢氧化钠水溶液, 少量无水硫酸镁干燥乙酸

乙酯层, 最后用 V(乙酸乙酯)∶V(二氯甲烷)＝1∶3柱层

析分离, 得 92 mg 产物(化合物 3), 产率 30%. m.p.: 

162～164 ℃; 1H NMR (300 MHz, CDCl3) δ: 8.43 (br, 

2H), 7.88 (br, 2H), 7.71 (s, 1H), 7.36 (s, 2H), 8.03～7.75 

(m, 6H), 4.16 (br, 2H), 1.33 (18H); IR (KBr) ν: 3364, 

1678, 1586, 1511, 1448, 1298 cm―1; MS (70 eV) m/z (%): 

531 (M＋, 32), 474 (100), 390 (76), 339 (85).  

5-乙酰胺基-N1,N3-2(6-三甲基乙酰吡啶-2-)异酞酰

胺(化合物4, H-receptor)的合成: 化合物3 (50 mg, 0.094 

mmol)与醋酸酐(1 mL, 10.6 mmol)溶于 10 mL无水四氢

呋喃中, 回流1.5 h. 蒸干溶剂, 剩余物用V(氯仿)∶V(乙

酸乙酯)＝3∶1柱层析分离, 得35 mg白色固体产物, 产

率 65%. m.p.: 193～195 ℃; 1H NMR (300 MHz, CDCl3) 

δ: 8.64 (s, 1H), 8.33 (s, 2H), 8.54 (s, 2H), 8.15 (s, 3H), 

7.97～7.70 (m, 6H), 2.26 (s, 3H), 1.35 (s, 18H); IR (KBr) 

ν: 1677, 1586, 1513, 1448, 1303 cm―1; MS (70 eV) m/z 

(%): 573 (M＋, 8), 516 (87), 181 (100).  

1.2.2  巴比妥酸衍生物 G-Np 的合成(图式 2) 

 

图式 2  巴比妥酸衍生物 G-Np的合成路线 

Scheme 2  Synthetic route of barbiturate derivatives G-Np 

4-苯甲醛基-2-萘甲酸酯(化合物 5)的合成: 对羟基

苯甲醛(200 mg, 0.16 mmol), 2-萘甲酰氯(190 mg, 0.1 

mmol)和三乙胺(0.5 mL, 3.6 mmol)溶于 10 mL无水四氢

呋喃中, 室温搅拌 7 h. 过滤反应液除去三乙胺盐酸盐

沉淀, 蒸去溶剂, 剩余物用 V(石油醚)∶V(乙酸乙酯)＝

10∶1柱层析分离, 得到 200 mg 白色固体产物(化合物

5), 产率 59%. 1H NMR (300 MHz, CDCl3) δ: 10.06 (s, 

1H), 8.15 (d, J＝8.1 Hz, 2H), 7.48 (d, J＝8.1 Hz, 2H), 8.82 

(s, 1H); IR (KBr) ν: 1734, 1704, 1596, 1276, 1212 cm―1; 

MS (70 eV) m/z (%): 276 (M＋, 18), 155 (100), 127 (80).  

4-[(2,4,6-三氧代-四氢嘧啶-5(6H)-烯)甲基]苯基-2-

萘甲酸酯(化合物 6)的合成: 化合物 5 (140 mg, 0.051 

mmol)与二水合巴比妥酸(95 mg, 0.058 mmol)溶于 20 

mL 四氢呋喃中, 加入一滴醋酸和少量醋酸铵作为催化

剂, 回流反应 24 h, 反应液中出现粉红色沉淀, 过滤并

依次用水和乙醇洗涤沉淀, 得 92 mg 粉红色固体产物

(化合物 6), 产率 47%; IR (KBr) ν: 3176, 2826, 1689, 

1623, 1457, 1404, 1360, 1296 cm―1; MS (70 eV) m/z (%): 

386 (M＋, 25), 222 (54), 156 (100), 12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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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6-三氧代-六氢嘧啶-5-)甲基]苯基-2-萘甲酸

酯(化合物 7, G-Np)的合成: 化合物 6 (90 mg, 0.023 

mmol), 10%钯碳(10 mg)与 50 mL甲醇混合, 室温下向

反应液中通入 101 kPa H2, 搅拌 24 h. 终止反应后过滤

反应液除去钯碳, 蒸干溶剂, 剩余物用 V(四氢呋喃)∶

V(乙醚)＝1∶10 柱层析分离, 得 30 mg 白色固体产物, 

产率 30%. 1H NMR (300 MHz, 氘代丙酮) δ: 10.16 (s, 

2H), 8.82 (s, 1H), 8.17～7.68 (m, 6H), 7.30 (d, J＝8.5 Hz, 

2H), 7.25 (d, J＝8.5 Hz, 2H), 5.40 (s, 1H), 3.37 (s, 2H); IR 

(KBr) ν: 3588, 3448, 3209, 1704, 1408, 1358, 1275, 1191 

cm―1; MS (70 eV) m/z (%): 388 (M＋, 53), 288 (100), 260 

(52), 222 (48).  

1.3  光电流测定 

在异丙醇和超纯水中反复超声洗涤 ITO玻璃, 将洗

涤后干燥的 ITO 玻璃放入 G-Np/H-receptor 的氯仿溶液

中(5×10―4 mol•L―1, [H-receptor]∶[G-Np]＝1∶1)浸泡 

1 h, 取出晾干待用. G-Np/H-receptor自组装膜光电流测

定通过双电极体系完成 , 铂电极为对电极 , G-Np/H- 

receptor 自组装膜修饰的 ITO 为工作电极, 有效光照面

积为 0.7 cm2, 浓度为 0.5 mol•L―1的 KC1溶液作为支持

电解液. 红外光通过 IR-25S滤光片滤去, 以避免产生热

致电流.  

2  结果与讨论 

2.1  表观结合常数的测定和单重态电子转移和能量传

递研究 

化合物 H-receptor(化合物 4)与 G-Np(化合物 9)二氯

甲烷溶液的紫外吸收光谱如图 1 所示. H-receptor 和

G-Np的最大吸收峰分别为 302和 283 nm, H-receptor和

G-Np 混合溶液([H-receptor]∶[G-Np]＝1∶1)的吸收光

谱基本等于相同浓度下两组分吸收光谱的简单叠加, 表

明基态下 H-receptor和 G-Np两组分间没有强相互作用.  

 

图 1  化合物 H-receptor, G-Np和[H-receptor]∶[G-Np]＝1∶1

混合溶液在二氯甲烷中的紫外吸收光谱 

Figure 1  Absorption spectra of H-receptor, G-Np and the 1∶1 

mixture of H-receptor and G-Np in CH2Cl2 

图 2 给出了室温下 G-Np 二氯甲烷溶液(2×10―5 

mol•L―1)中在不同浓度 H-receptor 存在下的荧光发射光

谱, 激发波长为283 nm. 从图中可以看出, 化合物G-Np

只呈现萘基团的特征荧光发射峰, 最大发射波长分别位

于 354和 368 nm. 随着 H-receptor的不断加入, G-Np的

荧光发射光谱形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但强度逐渐降

低 , 显然 , 巴比妥酸衍生物 G-Np 中萘的荧光被

H-receptor猝灭了.  

 

图 2  化合物 G-Np (2×10―5 mol•L―1)二氯甲烷溶液中不同浓

度 H-receptor存在下的荧光光谱 
λex＝283 nm, [H-recrptor]＝0, 0.5×10―5, 1×10―5, 2×10―5, 3×10―5, 4×10―5, 

6×10―5 mol•L―1. 插入图: G-Np 荧光强度随 H-receptor 浓度变化曲线  

Figure 2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G-Np (2×10―5 mol•L―1)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H-receptor in CH2Cl2 

λex＝283 nm, [H-recrptor]＝0, 0.5×10―5, 1×10―5, 2×10―5, 3×10―5, 4× 

10―5, 6×10―5 mol•L―1. The inset is the plot of IF and cD 

利用 G-Np 荧光猝灭数据 , 由方程 IF＝ I0－

I0/(2cD)[1/KAPP ＋ c0＋ cD － sqrt (1/KAPP ＋ c0 ＋ cD －

4c0cD)][18]计算 G-Np 和 H-receptor 之间形成的 Hamilton

氢键体系的表观结合常数. 方程中 I0代表 G-Np 初始荧

光强度, IF为加入 H-receptor 后 G-Np 荧光强度, c0为

G-Np 总浓度, cD为加入的 H-receptor 总浓度, KAPP为

H-receptor 和 G-Np 表观结合常数. 以 IF对 cD作图得到

如图 2 插入图中所示的曲线 , 通过非线性拟合得到

H-receptor 与 G-Np 在二氯甲烷中的表观结合常数 KAPP

＝(4.9±0.5)×104 L•mol―1, 该结果与文献报道的通过

六重氢键连接的 Hamilton 受体与巴比妥酸衍生物的表

观结合常数相当[16,19].  

H-receptor 与 G-Np 之间单重态电子转移或能量传

递过程都可以引起 G-Np 荧光的猝灭, 为了确定荧光猝

灭的原因, 将归一化处理后的 G-Np 荧光发射光谱与

H-receptor紫外吸收光谱绘制到同一张图上(图 3). 从图

3可以看出, G-Np的荧光发射光谱与 H-receptor的紫外

吸收光谱的重叠很小, 重叠部分面积不足 G-Np 荧光发

射面积的 4%, 由此可以推断从 G-Np到 H-receptor的单

重态能量传递效率很低, 显然能量传递机制不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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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p 荧光猝灭的主要途径. 通过 Rehm-Weller 方程

(1)[21]计算二氯甲烷中 G-Np单重激发态和 H-receptor间

有一个电子参与的电子转移过程的可能性:  

1

2 1
00

Δ (kJ mol ) 96.48[ (D /D) (A/A )

e / ] (kJ mol )

G E E

rε E

• •
i

i

－ ＋ －

－

＝ － －

－

  (1) 

式中 E00为激发态能量, 此处为G-Np单重态能量, E00＝

322 kJ•mol－1 (由荧光发射光谱估算得到); 利用循环伏

安法测得二氯甲烷中 H-receptor的还原电位为－1.80 V, 

从文献[21]得到萘在二氯甲烷中氧化电位为 1.72 V; 利用

BP86/TZVP算法对 G-Np和 H-receptor形成的氢键体系

进行几何优化, 分辨率与 ORCA 2.6.0 软件包中近似度

相同(Gaussian 03程序), 得到G-Np和H-receptor形成氢

键体系的最低能量构象, 由此估算得到氢键体系中萘与

H-receptor间最短距离 r (萘 2位碳原子与叔丁基相邻羰

基碳原子间距离)为 0.74 nm; 20 ℃时二氯甲烷介电常数

ε＝9.14 D. 将上述数值代入方程(1)计算得到 G-Np单重

激发态与 H-receptor 之间电子转移过程自由能变化 ΔG

为－3 kJ•mol－1, 说明 G-Np和 H-receptor形成的氢键体

系中从萘的单重激发态到 H-receptor的电子转移过程是

热力学允许的. 显然, G-Np和 H-receptor形成的氢键体

系中 G-Np 的荧光猝灭主要是 G-Np 和 H-receptor 之间

单重态电子转移的结果, 单重态能量传递的贡献不大.  

 

图 3  二氯甲烷中 H-receptor 的紫外吸收光谱和归一化的

G-Np荧光发射光谱, 阴影为两曲线重叠部分 

Figure 3  Normalized emission spectrum of G-Np (—) and 

absorption spectrum of H-receptor (…) in CH2Cl2. The shadow is 

the overlap of these two curves 

光电流测定结果也为 G-Np 和 H-receptor之间电子

转移过程的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22]. 以 80 mW•  

cm－2的白光照射 G-Np/H-receptor 自组装膜修饰的 ITO

电极, 观测到 0.05 µA•cm－2 稳定且可重复的阴极光电

流, 说明 G-Np 和 H-receptor 之间确实发生了电子转移

过程.  

2.2  磷光发射光谱和三重态能量传递研究 

以 330 nm 的光激发, 77 K 下测定了 V(CH2Cl2)∶

V(CHCl3)＝1∶1 混合溶剂中 H-receptor (2×10－5 mol•  

L－1)在不同浓度 G-Np 存在下的磷光发射光谱, 如图 4

所示. 435 nm处的发射峰为 H-receptor的磷光发射, 最

大发射峰位置在 491, 527和 568 nm处发射峰可归属为

化合物 G-Np中萘的磷光发射. 435 nm处 H-receptor的

磷光发射强度随 G-Np的浓度增加呈现先增强再减弱的

变化趋势, 并不是随 G-Np 的加入单调下降. 为弄清

H-receptor 的磷光发射强度增强的原因, 我们以巴比妥

代替G-Np, 观察到H-receptor磷光强度随巴比妥浓度增

加而增强. 推测原因是 H-donor 的磷光强度受到其内部

三个芳香环共平面程度的影响, 当 H-donor 与巴比妥衍

生物结合后, 分子内芳环共平面程度增强, 导致磷光强

度增大, 这与文献报道的Hamilton受体与巴比妥荧光光

谱研究中的现象相类似[19]. 因此, 通过 H-receptor 磷光

强度的变化难以对 H-receptor-G-Np 氢键体系内的三重

态能量变化过程进行研究.  

 

图 4  化合物 H-receptor (2×10－5 mol•L－1)在 V(CH2Cl2)∶

V(CHCl3)＝1∶1 混和溶剂中不同浓度 G-Np 存在下的磷光发

射光谱, λex＝330 nm. 插入图: 扣除萘被直接激发后的萘磷光

光谱  

Figure 4  Phosphorescence spectra of H-receptor (2×10－5 

mol•L－1) in the mixed solvent of V(CH2Cl2)∶V(CHCl3)＝1∶1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G-Np. λex＝330 nm. The inset is 

corrected phosphorescence spectra of naphthalene by deducting 

the direct excitation of G-Np moiety 

在 330 nm 的激发波长下, 除 H-receptor 有吸收外

G-Np 中的萘在此波长下也有一定的吸收 . 77 K 下

V(CH2Cl2)∶V(CHCl3)＝1∶1 混合溶剂中我们测定了相

同条件下有、无 H-receptor 存在时不同浓度 G-Np 的磷

光发射光谱, 图 5 给出了有、无 H-receptor 存在时的

G-Np (8×10－5 mol•L－1)的磷光发射光谱. 从图中可以

看到, H-receptor的存在使萘的磷光发射明显增强, 显然

应该是被激发的 H-receptor 将能量传递给了萘的结果. 

扣除萘被直接激发所产生的磷光, 图 4插入图中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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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 H-receptor 被激发所产生萘的磷光发射光谱, 随着

G-Np 的加入 , 萘的磷光发射逐渐增强 . 利用

Rehm-Weller方程(1)计算该体系中有一个电子参与的三

重态电子转移过程的可能性, 其自由能变化结果远大于

零, 说明该氢键体系中 G-Np 和 H-receptor 之间的三重

态电子转移过程不易发生. 而通过磷光光谱计算得到

H-receptor 的三重态能量(274 kJ•mol－1)明显高于 G-Np

的三重态能量(243 kJ•mol－1), 显然从H-receptor到G-Np

的三重态能量传递过程是热力学允许的 . 因此 , 在

H-receptor和 G-Np形成的氢键体系中, 以 330 nm的光

激发, 77 K下 G-Np的磷光增强是 H-receptor通过三重

态能量传递过程将能量传递给了萘的结果.  

 

图 5  化合物G-Np (8×10－5 mol•L－1)在 V(CH2Cl2)∶V(CHCl3)

＝1∶1混和溶剂中有、无 H-receptor存在下的磷光发射光谱, 

λex＝330 nm  

Figure 5  Phosphorescence spectra of G-Np (8×10－5 mol•L－1) 

in the mixed solvent of V(CH2Cl2) ∶ V(CHCl3) ＝ 1 ∶ 1 

with/without H-receptor. λex＝330 nm 

三重态能量传递通常认为是通过 Dexter 电子交换

机制进行的[23], 可以看作是两个电子转移过程或者一

个电子转移和一个空穴转移过程[24,25]. 有效的电子转移

过程通常需要给、受体电子轨道的相互重叠, 一般认为

当给、受体之间距离大于 0.5～1 nm时, 三重态能量传

递效率将很低 , 可以忽略不计 . 本工作中 , 如果

H-receptor 和 G-Np 之间无氢键相互作用, 实验浓度下

给、受体之间平均距离大于 14 nm, 远大于 1 nm, 而且

77 K时体系为冻结状态, 给、受体也不会因扩散而相互

靠近, 在这个距离内不可能发生有效的三重态能量传递

过程, 这与实验结果是不相符的. 显然, Hamilton 受体

骨架 H-receptor 和巴比妥酸衍生物 G-Np 之间氢键的形

成使给、受体之间接近到达有效的三重态能量传递距离, 

从面使Hamilton受体骨架H-receptor和巴比妥酸衍生物

G-Np之间的三重态能量传递过程得以有效地发生.  

3  结论 

本工作设计合成了 Hamilton 受体骨架(H-receptor)

和带有萘基团的巴比妥酸衍生物(G-Np), 两者在非极性

溶剂中 1∶1 结合形成 Hamilton 六氢键体系, 给合常数

为(4.9±0.5)×104 L•mol－1. 稳态荧光发射光谱和磷光

发射光谱研究表明 , 室温下 Hamilton 受体骨架

H-receptor 和巴比妥酸衍生物 G-Np 之间可发生单重态

电子转移过程, 77 K下可发生从 H-receptor到 G-Np的

三重态能量传递过程. H-receptor与 G-Np之间氢键体系

的形成是使体系中三重态能量传递过程得以发生的主

要原因. 研究工作表明, Hamilton 氢键体系不仅可以介

导单重态电子转移过程, 还可以促进三重态能量传递过

程有效地发生. 这不仅为Hamilton氢键体系的理论研究

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 也为新型功能超分子体系的设计

构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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