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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缩苯胺
A

邻菲咯啉
A

铕三元配合物的合成及其光致发光

肖尊宏

贵州师范大学理学院!贵州 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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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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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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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了新的配体安息香缩苯胺和新的铕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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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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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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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配合物进行了表征$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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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长
>*/8M

激发下!发出以铕的特征发谢谱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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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主的强荧光!对应跃迁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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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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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息香缩苯胺对铕离子具有敏化作用!是铕配合物的良好配

体#

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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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缩苯胺$铕配合物$合成$光致发光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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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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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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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贵州师范大学理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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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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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稀土配合物的电致发光研究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

*-,

(

!其原因是稀土配合物发光色纯度高%半峰宽仅为

*/8M

左右&!荧光寿命长以及红"绿"蓝三基色俱全的特

点!是获得高质量平板显示的首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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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离子本身发

光效率低!然而与具有高吸光系数的有机配体构成稀土有机

配合物后!有机配体能将吸收的光能量传递给稀土离子而使

其发射的特征荧光#因此选择配体!对稀土有机物的发光至

关重要#寻找高吸光系数的新有机配体仍是人们努力的方

向#

在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中!红色发光材料是最缺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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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是因为对应于红色发光的跃迁都是能级间距很小的

跃迁!很难与载流子传输层的能量匹配!因而不能有效地使

电子和空穴在发光区复合#目前在有机红绿蓝三基色显示材

料中!有机红光材料被认为是最薄弱的一环#因此研究出新

的"稳定性好"发光色度纯以及发光效率高的有机红光材料

仍然是当前有机电致发光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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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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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与过度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已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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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稀土离子配

位形成发光材料却未见报道#本文合成了新的配体安息香缩

苯胺及安息香缩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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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线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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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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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稀土研究所提供$苯甲

醛%重蒸&!苯胺%重蒸&!分析纯!中国医药集团上海试剂供

应站$邻菲咯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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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纯!其余试剂为分析纯或化学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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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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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

)

=5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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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荧光光谱采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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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充分摇匀!回流#

从回流管上口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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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然后

放置在超声波清洗器中!在一定温度和功率下反应一段时

间#反应完毕!置于冰水中冷却"结晶"抽滤!用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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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盐酸中!加热除

去多余的盐酸!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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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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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的溶液!继续反应
*L

!去除

大部分水及乙醇!用甲苯重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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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干燥!得黄色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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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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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素分析结果

看!实测值与理论值接近!可以判定为目标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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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分析

从图
*

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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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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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处有吸收峰表明有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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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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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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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氮原子和羟基上的氧原子与

铕离子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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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左右的吸收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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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位后的

$ ,,I (

特征峰%比自由配体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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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左右&!另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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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左右的吸收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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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形成#这些特

征均表明已形成预期的铕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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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氢谱分析

从其氢谱的化学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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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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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谱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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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的化学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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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苯环上的氢的化学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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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邻菲咯啉环上的氢的化学位移#可以发现

P̂ :

中的苯环氢"邻菲咯啉环上的氢与未配位氢相比!均向

高场移动#而配位后与电负性较小的
G=

相连!造成电子云

向苯环方向偏移!又由于形成螯合环的共轭效应!使苯环或

吡啶环的电子云密度平均化!从而导致各环上氢周围的电子

云密度升高!所以化学位移向高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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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紫外吸收光谱!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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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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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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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发光机制是配体微扰中心离子发光!稀土离子本身发光

弱!有机配体对配合物发光影响很大#光子直接作用到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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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上!再由配体把能量传递给铕离子!从而激发铕离子发

光#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铕离子都能被激发!只是因为处于

非对称中心的铕离子占大多数!所以发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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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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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了新的配体安息香缩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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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元素分析"

HC

"

*

T(N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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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致发光对配合物进行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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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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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8

在波长
>*/8M

激发下!发出

以铕的特征发谢谱线
"*!8M

左右为主的强荧光!对应跃迁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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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香缩苯胺对铕离子具有敏化作用!是铕配合物

的良好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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