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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四羧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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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料!采用水热法合成了一个三维超分子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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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单晶衍射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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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单

晶衍射分析结果表明!该超分子化合物属于三斜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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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荧光光谱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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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溶液和固态时的发光性能!在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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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当激

发波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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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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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处有一强发射峰!呈现蓝紫色荧光!在室温固态时!该化合物的发

射峰发生明显红移!在
?#?8=

处有一宽谱带发射峰!呈现绿色荧光!这可以归因于在固态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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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

中存在氢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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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子化学是基于分子间的非共价键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分子聚集体的化学!它主要研究分子之间的弱相互作用及它

们协同生成的分子聚集体的结构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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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共价键的弱相

互作用包括静电作用&氢键&范德华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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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等!其中

氢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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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起主要作用"超分子化合物也因其具有新

颖的结构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超分子化合物通常具有蜂

窝状&网状&层状&链状&螺旋状及分子锁等明确的微观结

构!同时它在光学&催化&磁性材料&导体&半导体&非线性

光学材料和分子识别等领域的潜在应用也使其成为研究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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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四羧酸作为一种有机多羧酸化合物

是构筑超分子体系的较好配体!因为它既是氢键的给予体又

是氢键的接受体!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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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可以完全或部分去质子

化!这使得它具有多种配位形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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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四羧

酸又具有较大共轭体系和刚性平面结构!这使得它与金属形

成的超分子化合物具有很好的荧光性能!同时芳香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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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成为可能!有利于形成超分子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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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型的过渡金属!与芳香多齿有机配体自组装形成

的金属超分子化合物多数具有较好的荧光性质!可以作为很

好的光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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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四羧酸与醋酸锌在溶剂水作用下

的通过多重氢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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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作用相互连接!合成了三维超

分子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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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衍射&红外光谱和元素分析对其进行了结构的表征!通过

荧光光谱研究了该化合物在室温溶液和固态时的发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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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四羧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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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红棕色块状晶体"产物用去离子水洗涤!干燥!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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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衍射强度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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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结构解析和修正!

采用直接法对全部非氢原子坐标及各向异性参数进行全矩阵

最小二乘法修正"结果表明!该晶体属三斜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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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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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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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晶体结构

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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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结构单元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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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衍射分析

表明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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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群&三斜晶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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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单

元中锌离子为六配位状态!六个配位水分子与锌离子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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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原子形成的氢键连接起来!并通过氢键形

成二维层状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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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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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维超分子结构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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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溶

剂水分子可以通过与有机配体或金属离子的相互作用来影响

化合物形成的过程!利用溶剂分子与金属离子不同的配位能

力和溶剂体积的大小!可组装出不同结构和功能的超分子化

合物"并且当选取的有机配体的空间位阻太大或者配体不能

满足金属离子配位的几何要求时!可以通过溶剂分子的配位

使金属离子的配位达到饱和!这表明水的配位竞争对化合物

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化合物的主要键长键角数据列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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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

的红外光谱

在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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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外光谱中$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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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宽

谱带吸收可归属为配位水中羟基的特征吸收峰!而游离水中

羟基的吸收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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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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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吸收峰向

低频移动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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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于水与锌离子配位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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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在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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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大激发波长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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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荧光发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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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态荧光发射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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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的荧光发射相比红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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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归因于在固态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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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子中存在氢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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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的相互作用!可以明显降低了分子中基态与激发

态之间的能量差距!从而使发射峰红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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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苯四羧酸为原料采用水热法合

成了一种具有良好荧光性质的三维超分子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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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晶衍射分析表明!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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