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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离子热条件下合成了新颖的微孔亚磷酸锰开放骨架材料ＮＨ４４［Ｍｎ４（ＰＯ３Ｈ） ６］（ＪＩＳ⁃１０）， 并对该

样品进行了质子传导性质测试． 研究了在无水氛围下煅烧和饱和水氛围下 ＪＩＳ⁃１０ 导电性质对电导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相对湿度 ９８％水氛围下， ＪＩＳ⁃１０ 的质子电导率从 １ ２３× １０－４ Ｓ ／ ｃｍ（７ ｄ）提升至 １ ０７× １０－３

Ｓ ／ ｃｍ（６０ ｄ）， 证明样品的水饱和程度对质子电导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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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类分子筛开放骨架材料具有高比表面积和多元孔道结构， 因金属的掺入而展现出独特的结构

和性能． 因此， 微孔类分子筛开放骨架材料在生物探针、 光学开关、 电池（电容器）等领域中具有广泛

应用． 与传统的分子筛材料应用于催化、 离子交换及吸附和分离等领域不同， 金属掺杂的类分子筛材

料由于具有金属活性位点而逐渐应用于光学、 电学、 磁性和医药等方面［１～１７］ ．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 以咪唑

类离子液体作为溶剂和模板剂成功地合成出一系列具有分子筛拓扑结构的磷酸铝化合物［１８］， 使离子

热法合成分子筛类微孔化合物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离子液体是一种以阴阳离子配对形式在近室温下为

液态的离子型溶剂［１９］， 同时兼具结构导向剂 ／模板剂及控制加入水量等功能． 离子液体由于具有液态

温度范围较宽、 低熔点、 非挥发性（高沸点）、 可回收利用（绿色能源）、 电导率高以及热和化学稳定性

较高等特点， 相比于传统的水热合成， 溶剂热合成方法更为安全可靠［２０，２１］ ． 近年来， 离子热法合成具

有新颖结构的过渡金属掺杂开放骨架类分子筛材料被相继报道［１８，２１～３８］ ． Ｙａｎ 等［３３］报道了离子热法合成

ＭＦＩ 拓扑结构的分子筛 ＡｌＰＯ⁃１１ 和 ＳＡＰＯ⁃１１ 前驱体并通过微波法组装成膜． Ｙｕ 等［３１］ 报道了一例离子

热法合成的具有亚铁磁性的镍原子掺杂的亚磷酸锰开放骨架化合物， 可见研究者的关注点已从新颖结

构转变为潜在应用方面．
质子电导材料由于其在燃料电池等方面具有非常可观的应用前景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３９～４１］ ． 目

前， 在多孔材料的质子电导研究领域， 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 但材料的开发主要集中在金属⁃有机

框架（ＭＯＦｓ） 材料与多孔配位聚合物（ＰＣＰｓ）材料上［４２～４５］ ． ＰＣＰ ／ ＭＯＦ 结构往往具有高亲水性和客体穿

梭的空隙， 这和已报道的很多水介导的质子（Ｈ＋）电导率一致， 有机配体的化学改性可以调控很宽范围

内的水合 Ｈ＋电导率的变化［４０］； 同时经过设计的结构也允许自由水或者结晶水中 Ｈ＋电导率的提升． 这

２ 种材料由于其较高的结晶度和多元的孔结构， 使得在不同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质子很容易发生迁移，
通过低温高湿度 Ｈ２Ｏ 分子中的质子传导和高温无水有机物基团中的质子传导， 使电导率的数值从 １０－６

提升至 １０－２数量级， 这与商业应用在电化学性能以及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中的全氟聚合物电解质膜

（ＰＥＭ）材料接近［４６，４７］ ． 但是， 分子筛类具有微小孔道结构的多孔材料在质子传导方面的研究还极为有



限， 目前报道较多的是经过氢化修饰的典型分子筛材料， 如 ＨＢｅｔａ 和 ＨＺＳＭ⁃５ 等具有分子筛典型结构

的微孔化合物， 它们都具有相对较好的质子传导能力［４８，４９］ ．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结构方面， 类分子筛开

放骨架材料有着很好的稳定性和相似的孔结构， 在光学、 电学、 磁学以及催化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但是在质子传导领域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２０１５ 年， Ｙｕ 等［５０］合成出开放骨架磷铝酸锰化合物（ＪＵ１０２），
该材料在高温煅烧条件下电导率可达到 １０－４数量级． 同年， 该研究组［５１］又报道了新颖结构的磷铝酸盐

开放骨架化合物 ＪＵ１０３， 该化合物在 ６０ ℃水氛围下电导率可达到 １０－３数量级．
我们使用咪唑类离子液体（［Ｐｅｍｉｍ］Ｂｒ）作为溶剂和结构导向剂， 合成出亚磷酸锰类分子筛开放骨

架化合物ＮＨ４４［Ｍｎ４（ＰＯ３Ｈ） ６］（ＪＩＳ⁃１０） ［３５，３７］， 该微孔材料骨架为二维孔道结构， 层与层之间通过铵

根离子相连形成三维结构， 铵根离子在层间起到支撑骨架并平衡电荷的作用． 本文对化合物的质子传

导性能进行了系统研究．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Ｈ３ＰＯ３ 和 ＭｎＣｌ２·４Ｈ２Ｏ（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ＮＨ４Ｆ（分析纯， 天津市光复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 溴代 １⁃甲基⁃３⁃戊基咪唑（［Ｐｅｍｉｍ］Ｂｒ）（自制）．
阻抗测试仪（英国 Ｓｏｌａｒｔｒｏｎ 公司）； ＫＳＬ⁃１１００Ｘ⁃Ｓ 微型箱式炉和 ＹＬＪ⁃１５Ｔ 手动压片机（沈阳科晶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　 实验过程

１．２．１　 合成过程　 参照文献［３５，３７］方法合成开放骨架亚磷酸锰 ＪＩＳ⁃１０． 将四水合氯化锰（０ ０７ ｇ）、 亚

磷酸（０ ３ ｇ）、 氟化铵（０ １５ ｇ）和适量离子液体 １⁃甲基⁃３⁃戊基咪唑（［Ｐｅｍｉｍ］Ｂｒ）依次加入 １０ ｍＬ 聚四

氟乙烯内衬不锈钢反应釜中， 密闭后放入 １５０ ℃烘箱中反应 ７～１２ ｄ． 产物用去离子水洗涤干净， 放入

６０ ℃鼓风干燥器中烘干， 得到浅粉色六边形晶体产物． 按照该比例扩大 １０ 倍， 仍能得到纯度很高的浅

粉色六边形产物．

Ｆｉｇ．１　 ［Ｍｎ２Ｏ９］ ｄｉｍ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Ａ）， ［Ｍｎ２Ｏ９］ ｄｉｍｅｒ ｕｎｉｔ ｆｒｏｍ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ＩＳ⁃１０（Ｂ）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ＩＳ⁃１０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１００］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

１．２．２　 结构解析　 亚磷酸锰开放骨架化合物 ＪＩＳ⁃１０ 的晶体结构属于六方晶系 Ｐ６３ ／ ｍｍｃ 空间群， 晶胞

参数为 ａ＝ ０ ５４６（５） ｎｍ， ｂ＝ ０ ５４６（５） ｎｍ， ｃ＝ １ ９０２（３） ｎｍ， γ＝ １２０°． ＪＩＳ⁃１０ 解析结构式为ＮＨ４４·
［Ｍｎ４（ＰＯ３Ｈ） ６］， 其二维孔道结构如图 １ 所示． 延［１００］方向， Ｍｎ 原子以六配位形式存在， Ｍｎ 原子间

通过 Ｍｎ—Ｏ—Ｍｎ 桥氧键形成［Ｍｎ２Ｏ９］二聚体， ［Ｍｎ２Ｏ９］二聚体通过亚磷酸根 ＨＰＯ３ 假四面体结构连

接形成二维骨架结构； 层与层之间通过铵根离子（ＮＨ＋
４）相连形成三维结构， 铵根离子（ＮＨ＋

４ ）在层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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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支撑骨架并平衡电荷的作用， 并且结构中存在着丰富的氢键， 使质子传导成为可能．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ＩＣＰ）元素分析结果为 Ｍｎ ∶ Ｐ 原子比为２ １２ ∶ ３ ０１； 这与单晶解析得到的理论

计算值（Ｍｎ ∶ Ｐ 原子比２ ∶ ３）相吻合． 红外光谱测试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相符合： ６２０ ～ １１８０ ｃｍ－１ 为

ＨＰＯ３中 Ｐ—Ｏ 键的特征振动； ２４５３ ｃｍ－１为 ＨＰＯ３ 中 Ｐ—Ｈ 键的特征伸缩振动； ３５５０ – ２９００ ｃｍ－１为 ＮＨ＋
４

中Ｎ—Ｈ键的特征振动．
１．２．３　 质子电导率测试　 将所得产物研磨， 通过压片机压制成 １～２ ｍｍ 厚的圆片， 连接铂丝和导电胶．
通过阻抗测试仪的交流阻抗谱测试固体样品的质子电导率． 将 ＪＩＳ⁃１０ 样品片悬空放置在水氛围下进行

质子传导测试， 随后将样品置于相对湿度 ９８％下放置 ７， １４， ３０ 及 ６０ ｄ， 得到不同相对水饱和的样品，
进行质子传导测试； 此外， 对放入其它不同湿度下的 ＪＩＳ⁃１０ 样品进行了变温传导率测试； 最后， 将经

过水氛围下进行质子传导性质测试的 ＪＩＳ⁃１０ 样品转入箱式炉中， 经过升温煅烧后再进行质子传导性能

测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在水氛围下的变温质子电导性质

将 ＪＩＳ⁃１０ 固体样品片置于水氛围下， 改变水氛围温度从 ２０ ℃ 提升至 ６０ ℃， 升温速率为 １ ℃ ／ ｍｉｎ．
质子电导率随着温度的升高有大幅提升： 从 ７ ２７×１０－８ Ｓ ／ ｃｍ 提升至 ３ ２２×１０－４ Ｓ ／ ｃｍ（见本文支持信息，
图 Ｓ１）． 以 ｌｎ（σＴ）对 １０００Ｔ－１作图， 得到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见本文支持信息， 图 Ｓ２）， 通过该曲线斜率计

算结果， 可以得到质子传导的活化能为 １ ７１ ｅＶ， 这表明该质子传导机制符合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机理．
虽然实验结果显示电导率数值在低温时相对较差， 但电导率的相对变化趋势表明， 在水氛围下，

ＪＩＳ⁃１０ 样品吸收水的饱和程度对电导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２．２　 在 ９８％相对湿度下不同放置时间的质子电导性质

在室温及相对湿度（ＲＨ）为 ９８％氛围下， 将 ＪＩＳ⁃１０ 样品片分别放置 ７， １４， ３０ 和 ６０ ｄ 的样品分别

命名为 ＪＩＳ⁃１０ａ， ＪＩＳ⁃１０ｂ， ＪＩＳ⁃１０ｃ， ＪＩＳ⁃１０ｄ． 样品 ＪＩＳ⁃１０ｂ， ＪＩＳ⁃１０ｃ 和 ＪＩＳ⁃１０ｄ 的交流阻抗谱如图 ２ 所示．
结果表明， 样品的质子电导率从 １ ２３×１０－４ Ｓ ／ ｃｍ 提升至 １ ０６５×１０－３ Ｓ ／ ｃｍ． ＪＩＳ⁃１０ｄ 样品的电导率数值

在微孔类分子筛开放骨架材料中相对较好， 由于微孔材料的稳定性较好， 因此该材料在水氛围下有潜

在的应用前景．

Ｆｉｇ．２　 ＡＣ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ＪＩＳ⁃１０ｂ（Ａ）， ＪＩＳ⁃１０ｃ（Ｂ） ａｎｄ ＪＩＳ⁃１０ｄ（Ｃ） ａｔ ｒｏｏ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９８％ ＲＨ

将样品置于 ９８％ＲＨ 下放置 ７ ｄ， 即 ＪＩＳ⁃１０ａ 样品的电导率的数量级为 １０－９， 表明样品的导电率相

对较差； 当样品在 ９８％ＲＨ 下放置 １４ ｄ 时， ＪＩＳ⁃１０ｂ 样品在水氛围下的质子电导率根据温度的变化从

１ ２３×１０－４ Ｓ ／ ｃｍ 提升至 １ ３１×１０－４ Ｓ ／ ｃｍ（见本文支持信息， 图 Ｓ３）． 在传导机理上， 人们根据反应活化

能计算， 将质子传导分为 Ｇｒｏｔｔｈｕｓｓ 机理［５２，５３］（活化能＜０ ４ ｅＶ）和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机理［５０］（活化能＞０ ４ ｅＶ），
以 ｌｎ（σＴ）对 １０００ Ｔ－１作图得到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见本文支持信息， 图 Ｓ４）， 通过曲线计算斜率， 可得到

质子传导活化能为 ０ ５３ ｅＶ， 表明该质子传导机制符合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机理［５４］ ．
如图 ３（Ａ）所示， 当温度从 ２５ ℃提升至 ６０ ℃时， ＪＩＳ⁃１０ｃ 样品的电导率变化从 ５ ３２×１０－４ Ｓ ／ ｃｍ 提

升至 ２ ４２×１０－３ Ｓ ／ ｃｍ． 以 ｌｎ（σＴ）对 １０００ Ｔ－１作图， 得到图 ３（Ｃ）所示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图． 通过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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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计算斜率， 可以得到该条件下的质子传导活化能为 ０ ４１ ｅＶ， 表明该质子传导机制符合 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机理［５４］ ．

Ｆｉｇ．３　 ＡＣ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ＪＩＳ⁃１０ｃ（Ａ） ａｎｄ ＪＩＳ⁃１０ｄ（Ｂ） ａｎｄ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ｔｙｐ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ＪＩＳ⁃１０ｃ（Ｃ）
ａｎｄ ＪＩＳ⁃１０ｄ（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９８％ ＲＨ

当温度从 ２５ ℃提升至 ６０ ℃时， ＪＩＳ⁃１０ｄ 样品的质子电导率从 １ ０６５×１０－３ Ｓ ／ ｃｍ 提升至 ３ ６８×１０－３

Ｓ ／ ｃｍ［图 ３（Ｂ）］． 以 ｌｎ（σＴ）对 １０００ Ｔ－１作图， 得到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图 ３（Ｄ）］， 可得质子传导活化能为

０ ２６２ ｅＶ， 表明该质子传导机制符合 Ｇｒｏｔｔｈｕｓｓ 机理［５２，５３］ ．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ＪＩＳ⁃１０ 吸收水的饱和程度对电导率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这是一种对于水氛围下

（海洋或者湖泊）或者湿度较大地区质子传导效果较好的材料， 是在电池电解质及生物领域有着潜在应

用前景的类分子筛开放骨架材料．
２．３　 ＪＩＳ⁃１０ 在不同湿度下质子电导性质对比

基于样品在 ９８％ＲＨ 的质子传导性质研究， 发现放置 ６０ ｄ 时的样品的质子传导性质有所提高， 为

了考察水的饱和程度对样品质子传导性质的影响， 将放置时间为 ６０ ｄ 在 ６７％ＲＨ 下的样品命名为 ＪＩＳ⁃
１０ｅ， 结果见图 ４． 在 ２５～６０ ℃， 升温速率 １ ℃ ／ ｍｉｎ， 质子电导率从 ２ ８５３×１０－４ Ｓ ／ ｃｍ 提升至 １ ０９５×１０－３

Ｓ ／ ｃｍ． 以 ｌｎ（σＴ）对 １０００ Ｔ－１作图得到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曲线（图 ５）， 通过曲线计算斜率， 可得到质子传导活化

能为 ０ ３４４ ｅＶ， 表明该质子传导机制符合 Ｇｒｏｔｔｈｕｓｓ 机理．

Ｆｉｇ．４　 ＡＣ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ＪＩＳ⁃１０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６７％ ＲＨ

Ｆｉｇ．５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ｔｙｐ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ＪＩＳ⁃１０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６７％ ＲＨ

实验结果表明， 在长期处于水氛围条件下， 即使浓度较低， 也可以大大提高质子传导率， 即质子

１４１１　 Ｎｏ．６ 　 王志秀等： 亚磷酸锰开放骨架化合物质子传导性质



传导活化能， 这对于其未来作为传导介质材料的应用具有参考作用．
２．４　 ＪＩＳ⁃１０ 在煅烧条件下的质子电导性质

ＪＩＳ⁃１０ 样品在微型箱式炉中的变温电导测试结果见图 ６． 结果表明， 当已经水饱和的 ＪＩＳ⁃１０ 样品煅

烧温度从 ２５ ℃ 提升至 ４００ ℃时， 得到质子电导率结果从 ４ ０５９×１０－９ Ｓ ／ ｃｍ 改变至 ７ ２３×１０－９ Ｓ ／ ｃｍ，
可见样品在无水氛围下几乎不导电． 因此， ９８％ＲＨ 水饱和样品在无水氛围下进行升温煅烧测试， 仅仅

提高反应温度并不会有利于该样品电导率的提高．

Ｆｉｇ．６　 ＡＣ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ＪＩＳ⁃１０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ｕｆｆｌｅ
（Ａ） ３０ ℃； （Ｂ） ４０ ℃； （Ｃ） ５０ ℃； （Ｄ） ６０ ℃ ．

３　 结　 　 论

在离子热条件下合成了具有二维孔道结构的亚磷酸锰开放骨架化合物ＮＨ４４［Ｍｎ４（ＰＯ３Ｈ） ６］
（ＪＩＳ⁃１０）， 层与层之间通过铵根离子氢键作用相连接形成三维结构， 铵根离子位于层间起到支撑骨架

平衡电荷的作用， 这使结构中具有丰富的氢键， 有利于电荷转移． 在 ９８％ＲＨ 下， 当样品放置时间由７ ｄ
提升到 ６０ ｄ 时， ＪＩＳ⁃１０ 的质子电导率根据温度变化从 １ ２３×１０－４ Ｓ ／ ｃｍ 提升至 １ ０６５×１０－３ Ｓ ／ ｃｍ， 样品

吸收水的饱和程度对电导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水分子和氢键是质子传导材料的关键影响因素． 开

放骨架亚磷酸锰 ＪＩＳ⁃１０ 在高湿条件下具有较高质子传导性能， 是一类质子传导类分子筛微孔材料． 开

放骨架材料 ＪＩＳ⁃１０ 也是一种在水氛围（如湖泊和海洋）中， 极具有潜力的电解质燃料电池膜和生化

材料．

支持信息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ｊｃｕ．ｊｌｕ．ｅｄｕ．ｃｎ ／ ＣＮ ／ １０．７５０３ ／ ｃｊｃｕ２０１７０６４５．

参　 考　 文　 献

［ １ ］　 Ｗｉｌｓｏｎ Ｓ． Ｔ．， Ｌｏｋ Ｂ． Ｍ．， Ｍｅｓｓｉｎａ Ｃ． Ａ．， Ｊ． Ａｍ．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１９８２， １０４（４）， １１４６—１１４７

［ ２ ］　 Ｐａｒｉｓｅ Ｊ． Ｂ．， Ｉｎｏｒｇ． Ｃｈｅｍ．， １９８５， ２４（２５）， ４３１２—４３１６

［ ３ ］　 Ｐａｒｉｓｅ Ｊ． Ｂ．， Ａｃｔａ Ｃｒｙｓｔ． Ｃ， １９８６， ４２（１）， １４４—１１６

［ ４ ］　 Ｘｕ Ｒ． Ｒ．， Ｃｈｅｎ Ｊ． Ｓ．， Ｆｅｎｇ Ｓ． Ｈ．， Ｓｔｕｄ． Ｓｕｒｆ． Ｓｃｉ． Ｃａｔａｌ．， １９９１， ６０， ６３—７２

［ ５ ］　 Ｇｉｅｒ Ｔ． Ｅ．， Ｓｔｕｅｋｙ Ｇ． Ｄ．，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１， ３４９（６３０９）， ５０８—５１０

［ ６ ］　 Ｎｅｎｏｆｆ Ｔ． Ｍ．，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Ｗ． Ｔ． Ａ．， Ｇｉｅｒ Ｔ． Ｅ．， Ｓｔｕｃｋｙ Ｇ． Ｄ．， Ｊ． Ａｍ．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１９９１， １１３（１）， ３７８—３７９

２４１１ 高 等 学 校 化 学 学 报 　 　 　 　 　 　 　 　 　 　 　 　 　 　 　 　 Ｖｏｌ．３９　



［ ７ ］　 Ｄｈｉｎｇｒａ Ｓ． Ｓ．， Ｈａｕｓｈａｌｔｅｒ Ｒ． Ｃ．，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 １９９３， ２１， １６６５—１６６７
［ ８ ］　 Ｃｈｉｐｐｉｎｄａｌｅ Ａ． Ｍ．， Ｂｒｅｅｈ Ｓ． Ｊ．， Ｃｏｗｌｅｙ Ａ． Ｒ．，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１９９６， ８（９）， ２２５９—２２６４
［ ９ ］　 Ｈｕａｎｇ Ｙ． Ｆ．， Ｌｉｉ Ｋ． Ｈ．， Ｄａｌｔｏｎ Ｔｒａｎｓ．， １９９８， ２４， ４０８５—４０８６
［１０］　 Ｃｈｅｎ Ｃ．Ｙ．， Ｌｏ Ｆ． Ｒ．， Ｋａｏ Ｈ． Ｍ．， Ｌｉｉ Ｋ． Ｈ．，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００， １２， １０６１—１０６２
［１１］　 Ｙｕ Ｊ． Ｈ．， Ｘｕ Ｒ． Ｒ．，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Ｒｅｖ．， ２００６， ３５（７）， ５９３—６０４
［１２］　 Ｚｈａｏ Ｌ．， Ｌｉ Ｊ． Ｙ．， Ｃｈｅｎ Ｐ．， Ｌｉ Ｇ． Ｈ．， Ｙｕ Ｊ． Ｈ．， Ｘｕ Ｒ． Ｒ．，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０８， ２０（１）， １７—１９
［１３］　 Ｓｏｎｇ Ｘ． Ｗ．， Ｌｉ Ｙ．， Ｇａｎ Ｌ．，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２００９， ４８（２）， ３１４—３１７
［１４］　 Ｍｏｌｉｎｅｒ Ｍ．，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Ｃ．， Ｃｏｒｍａ Ａ．，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４， ２６（１）， ２４６—２５８
［１５］　 Ｌｉ Ｙ．， Ｙｕ Ｊ． Ｈ．， Ｃｈｅｍ． Ｒｅｖ．， ２０１４， １１４（１４）， ７２６８—７３１６
［１６］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Ｚｅｏｌｉｔ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ｙｐ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ｚ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１７］ 　 Ｌｉ Ｊ． Ｙ．， Ｃｏｒｍａ Ａ．， Ｙｕ Ｊ． Ｈ．，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Ｒｅｖ．， ２０１５， ４４（２０）， ７１１２—７１２７
［１８］　 Ｃｏｏｐｅｒ Ｅ． Ｒ．， Ｍｏｒｒｉｓ Ｒ． Ｅ．，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４， ４３０（７００３）， １０１２—１０１６
［１９］　 Ｗａｎｇ Ｊ．， Ｙａｎｇ Ｘ． Ｚ．， Ｗｕ Ｓ． Ｄ．， Ｌｉ Ｇ． 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ｏｎｉｃ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７（王军， 杨许

召， 吴诗德， 李刚森． 离子液体的性能及应用，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０］　 Ｒｏｇｅｒｓ Ｒ． Ｄ．， Ｓｅｄｄｏｎ Ｋ． 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３， ３０２（５６４６）， ７９２—７９３
［２１］　 Ｍａ Ｚ．， Ｙｕ Ｊ． Ｈ．， Ｄａｉ Ｓ．， Ａｄｖ．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１０， ２２（２）， ２６１—２８５
［２２］　 Ｗｅｌｔｏｎ Ｔ．， Ｃｈｅｍ． Ｒｅｖ．， １９９９， ９９（８）， ２０７１—２０８３
［２３］　 Ｐａｒｎｈａｍ Ｅ． Ｒ．， Ｍｏｒｒｉｓ Ｒ． Ｅ．，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０６， １８（２０）， ４８８２—４８８７
［２４］　 Ｍｏｒｒｉｓ Ｒ． Ｅ．，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２００８， ４７（３）， ４４２—４４４
［２５］　 Ｘｉｎｇ Ｈ． Ｚ．， Ｌｉ Ｊ． Ｙ．， Ｙａｎ Ｗ． Ｆ．， Ｙｕ Ｊ． Ｈ．， Ｄａｉ Ｓ．， Ｘｕ Ｒ． Ｒ．， Ｃｈｅｍ．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４１７９—４１８１
［２６］　 Ｗａｎｇ Ｌ．， Ｘｕ Ｙ． Ｐ．， Ｗａｎｇ Ｂ． Ｃ．， Ｗａｎｇ Ｓ． Ｊ．， Ｙｕ Ｊ． Ｙ．， Ｔｉａｎ Ｚ． Ｊ．， Ｌｉｎ Ｌ． Ｗ．， Ｃｈｅｍ． Ｅｕｒ． Ｊ．， ２００８， １４（３４）， １０５５１—１０５５５
［２７］ 　 Ｘｕ Ｒ． Ｓ．， Ｚｈａｎｇ Ｗ． Ｐ．， Ｇｕａｎ Ｊ．， Ｘｕ Ｙ． Ｐ．， Ｗａｎｇ Ｌ．， Ｍａ Ｈ． Ｊ．， Ｔｉａｎ Ｚ． Ｊ．， Ｈａｎ Ｘ． Ｗ．， Ｌｉｎ Ｌ． Ｗ．， Ｂａｏ Ｘ． Ｈ．， Ｃｈｅｍ． Ｅｕｒ． Ｊ．， ２００９，

１５（２１）， ５３４８—５３５４
［２８］　 Ｆｅｎｇ Ｊ． Ｄ．， Ｓｈａｏ Ｋ． Ｚ．， Ｔａｎｇ Ｓ． Ｗ．， Ｗａｎｇ Ｒ． Ｓ．， Ｓｕ Ｚ． Ｍ．， Ｃｒｙｓｔ． Ｅｎｇ． Ｃｏｍｍ．， ２０１０， １２（５）， １４０１—１４０３
［２９］　 Ｆｅｎｇ Ｊ． Ｄ．， Ｔａｎｇ Ｓ． Ｗ．， Ｓｈａｏ Ｋ． Ｚ．， Ｗａｎｇ Ｒ． Ｓ．， Ｙａｏ Ｃ．， Ｘｉｅ Ｈ． Ｍ．， Ｓｕ Ｚ． Ｍ．， Ｃｒｙｓｔ． Ｅｎｇ． Ｃｏｍｍ．， ２０１０， １２（ １１）， ３４４８—

３４５１　 　 　 　 　
［３０］ 　 Ｗｅｉ Ｙ．， Ｔｉａｎ Ｚ． Ｊ．， Ｇｉｅｓ Ｈ．， Ｘｕ Ｒ． Ｓ．， Ｍａ Ｈ． Ｊ．， Ｐｅｉ Ｒ． Ｙ．， Ｚｈａｎｇ Ｗ． Ｐ．， Ｘｕ Ｙ． Ｐ．， Ｗａｎｇ Ｌ．， Ｌｉ Ｋ． Ｄ．， Ｗａｎｇ Ｂ． Ｃ．， Ｗｅｎ Ｇ． Ｄ．，

Ｌｉｎ Ｌ． Ｗ．，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２０１０， ４９（３１）， ５３６７—５３７０
［３１］　 Ｘｉｎｇ Ｈ． Ｚ．， Ｙａｎｇ Ｗ． Ｔ．， Ｓｕ Ｔ．， Ｌｉ Ｙ．， Ｘｕ Ｊ．， Ｎａｋａｎｏ Ｔ．， Ｙｕ Ｊ． Ｈ．， Ｘｕ Ｒ． Ｒ．，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１３）， ２３７８—

２３３１　 　 　 　
［３２］ 　 Ｘｉｎｇ Ｈ． Ｚ．， Ｌｉ Ｙ．， Ｓｕ Ｔ．， Ｘｕ Ｊ．， Ｙａｎｇ Ｗ． Ｔ．， Ｚｈｕ Ｅ． Ｂ．， Ｙｕ Ｊ． Ｈ．， Ｘｕ Ｒ． Ｒ．， Ｄａｌｔｏｎ Ｔｒａｎｓ．， ２０１０， ３９（７）， １７１３—１７１５
［３３］　 Ｃａｉ Ｒ．， Ｌｉｕ Ｙ．， Ｇｕ Ｓ．， Ｙａｎ Ｙ． Ｓ．， Ｊ． Ａｍ．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２０１０， １３２（３７）， １２７７６—１２７７７
［３４］　 Ｗｈｅａｔｌｅｙ Ｐ． Ｓ．， Ａｌｌａｎ Ｐ． Ｋ．， Ｔｅａｔ Ｓ． Ｊ．， Ａｓｈｂｒｏｏｋ Ｓ． Ｅ．， Ｍｏｒｒｉｓ Ｒ． Ｅ．， Ｃｈｅｍ． Ｓｃｉ．， ２０１０， １（４）， ４８３—４８７
［３５］　 Ｓｕ Ｔ．， Ｉｏ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ｐｅ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２０１３（苏钽． 离子热法

合成开放骨架化合物及其表征， 长春： 吉林大学， ２０１３）
［３６］ 　 Ｈｅ Ｙ． Ｋ．， Ｙａｎ Ｙ．， Ｙａｎｇ Ｆ．， Ｗｕ Ｊ． Ｂ．， Ｓｏｎｇ Ｘ． Ｗ．， Ｃｈｅｍ．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４， ３５（９）， １８５９—１８６３（何永科， 颜岩， 杨芬，

吴俊标， 宋晓伟．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５（９）， １８５９—１８６３）
［３７］　 Ｓｕ Ｔ．， Ｘｉｎｇ Ｈ． Ｚ．， Ｌｉ Ｙ．， Ｎａｋａｎｏ Ｔ．， Ｙｕ Ｊ． Ｈ．， Ｉｎｏｒｇ． Ｃｈｅｍ． Ｆｒｏｎｔ．， ２０１６， ３（７）， ９２４—９２７
［３８］　 Ｗａｎｇ Ｚ． Ｘ．， Ｓｕ Ｔ．， Ｌｉｕ Ｊ． Ｙ．，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７， ６４， ７６—８３
［３９］　 Ｍａｕｒｉｔｚ Ｋ． Ａ．， Ｍｏｏｒｅ Ｒ． Ｂ．， Ｃｈｅｍ． Ｒｅｖ．， ２００４， １０４（１０）， ４５３５—４５８５
［４０］　 Ｈｏｒｉｋｅ Ｓ．， Ｕｍｅｙａｍａ Ｄ．， Ｋｉｔａｇａｗａ Ｓ．， Ａｃｃ． Ｃｈｅｍ． Ｒｅｓ．， ２０１３， ４６（１１）， ２３７６—２３８４
［４１］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Ｇ． Ｋ．， Ｔａｙｌｏｒ Ｊ． Ｍ．， Ｋｉｍ 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４１（６１４４）， ３５４—３５５
［４２］　 Ｄｅｙ Ｃ．， Ｋｕｎｄｕ Ｔ．，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２， ４８（２）， ２６６—２６８
［４３］　 Ｗｅｉ Ｍ． Ｌ．， Ｗａｎｇ Ｘ． Ｘ．， Ｄｕａｎ Ｘ． Ｙ．， Ｃｈｅｍ． Ｅｕｒ． Ｊ．， ２０１３， １９（５）， １６０７—１６１６
［４４］　 Ｄｅｙ Ｃ．， Ｋｕｎｄｕ Ｔ．， Ａｉｙａｐｐａ Ｈ． Ｂ．， ＲＳＣ Ａｄｖ．， ２０１５， ５（３）， ２３３３—２３３７
［４５］ 　 Ｙｕ Ｔ．， Ｈａｎ Ｙ．， Ｗａｎｇ Ｈ．， Ｘｉｏｎｇ Ｓ． Ｚ．， Ｘｉｅ Ｋ．， Ｇｕｏ Ｑ． Ｐ．， Ｃｈｅｍ．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６， ３７（２）， ３０６—３１５（余涛， 韩喻， 王

珲， 熊仕昭， 谢凯， 郭青鹏．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７（２）， ３０６—３１５）
［４６］　 Ｈｕｒｄ Ｊ． Ａ．， Ｖａｉｄｈｙａｎａｔｈａｎ Ｒ．， Ｔｈａｎｇａｄｕｒａｉ Ｖ．， Ｒａｔｃｌｉｆｆｅ Ｃ． Ｉ．， Ｍｏｕｄｒａｋｏｖｓｋｉ Ｉ． Ｌ．，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Ｇ． Ｋ． Ｈ．， Ｎａｔ．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９， １（９），

７０５—７１０
［４７］　 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 Ｒ．， Ｗｏｎｇ Ｅ． Ｎ．， Ｓｈｉｍｉｚｕ Ｈ． Ｋ． Ｇ．，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Ｒｅｖ．， ２０１４， ４３（１６）， ５９１３—５９３２
［４８］　 Ｍｉｋｈａｉｌｅｎｋｏ Ｓ． Ｄ．， Ｋａｌｉａｇｕｉｎｅ Ｓ．， Ｇｈａｌｉ Ｅ．，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 Ｍａｔｅｒ．， １９９７， １１（１）， ３７—４４
［４９］　 Ｆｅｌｉｃｅ Ｖ．， Ｔａｖａｒｅｓ Ａ． Ｃ．，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１９４（１）， ５３—６１

３４１１　 Ｎｏ．６ 　 王志秀等： 亚磷酸锰开放骨架化合物质子传导性质



［５０］　 Ｍｕ Ｙ．， Ｗａｎｇ Ｙ． Ｙ．， Ｌｉ Ｙ．， Ｌｉ Ｊ． Ｙ．， Ｙｕ Ｊ． Ｈ．，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５， ５１（１１）， ２１４９—２１５１
［５１］　 Ｓｕｎ Ｙ． Ｊ．， Ｙａｎ Ｙ．， Ｗａｎｇ Ｙ． Ｙ．， Ｌｉ Ｙ．， Ｌｉ Ｊ． Ｙ．， Ｙｕ Ｊ． Ｈ．，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５， ５１（４５）， ９３１７—９３１９
［５２］　 Ｋｒｅｕｅｒ Ｋ． Ｄ．， Ｒａｂｅｎａｕ Ａ．， Ｗｅｐｐｎｅｒ Ｗ．， Ａｎｇｅｗ． 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Ｅｄ．， １９８２， ２１（３）， ２０８—２０９
［５３］　 Ｙｅｕｎｇ Ｋ． Ｌ．， Ｈａｎ Ｗ．， Ｃａｔａｌ． Ｔｏｄａｙ， ２０１４， ２３６， １８２—２０５
［５４］　 Ｌｉａｎｇ Ｘ． Ｑ．， Ｚｈａｎｇ Ｆ．， Ｆｅｎｇ Ｗ．， Ｚｏｕ Ｘ． Ｑ．， Ｚｈｕ Ｇ． Ｓ．， Ｃｈｅｍ． Ｓｃｉ．， ２０１３， ４（３）， ９８３—９９２

Ｐｒｏｔ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ａ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Ｏｐｅ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ｘｉｕ１， ＭＵ Ｙｉｎｇ２， ＷＡＮＧ Ｙｉｌｉｎ２，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ｙｕａｎ３，
ＳＵ Ｔａｎ１，２∗，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ｙａｏ１

（１．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１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 ｏｐｅ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 Ⅱ ）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ＮＨ４４［Ｍｎ４（ＰＯ３Ｈ） ６］（ＪＩＳ⁃１０）， ｗａ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ｅｄ ｖｉａ ｉｏ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 １⁃ｐｅｎｔｙｌ⁃３⁃ｍｅｔｈｙｌ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ｉｕｍ ｂｒｏｍｉｄｅ（［Ｐｅｍｉｍ］Ｂｒ）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ｌ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ＪＩＳ⁃１０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５ ３２×１０－４ Ｓ ／ ｃｍ（７ ｄ） ｔｏ １ ０６５×１０－３ Ｓ ／ ｃｍ（６０ ｄ） ａｔ ９８％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ａｎ ａｎ⁃
ｈｙｄｒｏｕ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ＪＩＳ⁃１０ ｈａｒｄ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ｏｎ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ｐｈｏｓｐｈｉｔｅ ｏｐｅ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ｒｏｔｏ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ｄ．： Ｆ， Ｋ， Ｚ）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Ｎｏ． ２１５０１０６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１４１３００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１５⁃３１） ．

４４１１ 高 等 学 校 化 学 学 报 　 　 　 　 　 　 　 　 　 　 　 　 　 　 　 　 Ｖｏｌ．３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