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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水热反应条件下ꎬ合成了一个新的镉配合物 Ｃｄ(ＢＩＤＰＴ) ２(ＮＯ３) ２(Ｈ２Ｏ) ２

(ＢＩＤＰＴ ＝ ４ꎬ４′￣二(１￣咪唑基)苯硫醚)ꎬ经元素分析、红外、热重、单晶衍射表征了化

合物.配合物为三斜晶系ꎬＰ￣１ 空间群ꎬ分子量 Ｍｒ ＝ ９０９.２４ꎬａ ＝ ０.８１６ ４(９) ｎｍꎬｂ ＝
１.１５６ ８(１) ｎｍꎬｃ＝１.１７９ ３(１) ｎｍꎬα＝１１２.７３７(１)°ꎬβ＝１０７.４８１(１)°ꎬγ＝ ９２.２３３(２)°ꎬＶ＝
０.９６４ ４(２) ｎｍ３ꎬＺ ＝ １ꎬＤｃ ＝ １.５５９ ｇ / ｃｍ３ꎬＦ(０００) ＝ ４５８ꎬＳ ＝ １.０７４ꎬＲ１ ＝ ０.０５９ ８ꎬωＲ２ ＝
０.１９１ ２.配合物中镉离子通过 ４ꎬ４′￣二(１￣咪唑基)苯硫醚配体桥联成 ８ 字型一维链结

构.对配合物的热稳定性以及荧光进行了测试ꎬ硝基苯化合物对配合物的荧光性质有

不同程度的淬灭作用.镉配合物对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苯酚的检测具有很好的灵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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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 ＝ ０.０５９ ８ꎬωＲ２ ＝ ０.１９１ ２.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ꎬｓｉｘ ＣｄＩＩ ｉｏｎ ａｒ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ＢＩＤＰＴ ｔｏ
ｆｏｒｍ ａ ８ ｓｈａｐｅ 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ｈｏｗｓ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ｑｕｅｎｃｈｅｄ ｂｙ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ꎬ ｉｔ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ｃ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ｎｉｔｒｏａｒｏｍａｔｉｖｅ ｅｘ￣
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４ꎬ４′￣ｂｉｓ(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ｌ￣ｙｌ) ｄｉｐｈｅｎｙｌ ｔｈｉｏｅｔｈｅｒꎻｃａｄｍ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ꎻ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０　 引　 言

金属配位聚合物是由金属离子或金属离子团

簇为结构节点ꎬ与有机配体通过配位作用、π￣π 作

用、氢键作用、静电作用等组装的高度有序的无限

网络结构的配位配合物.通过选择不同构型、不同

官能团的有机配体ꎬ以及不同配位模式的金属离

子ꎬ可以很容易实现对配合物晶体结构的设计合

成.这类材料在气体的吸附与分离、磁性、能源、环
境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１￣３] .影
响配位聚合物结构的因素有金属离子、有机配体、
配体比例、溶剂、ｐＨ 值、反应温度等因素[４￣６] .咪唑

类配体是目前研究较多的辅助配体ꎬ由于其结构

类型丰富多样ꎬ配位模式可预测性强ꎬ并且能与多

种金属离子进行配位作用.化学工作者已经成功

地使用这类配体合成了许多超分子化合物.
本文采用半刚性的 Ｖ 型 ４ꎬ４′￣二(１￣咪唑基)

苯硫醚为配体ꎬ在水和甲醇组成的反应介质中ꎬ与
Ｃｄ(ＮＯ３) ２４Ｈ２Ｏ 反应ꎬ用水热法合成了新的配

合物 Ｃｄ(ＢＩＤＰＴ) ２(ＮＯ３) ２(Ｈ２Ｏ) ２ꎬ并对其进行

元素分析、红外、热重、单晶衍射等相关表征.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Ｃｄ(ＮＯ３ ) ２ ４Ｈ２Ｏꎬ甲醇ꎬ以上试剂为分析

纯ꎬ且使用前未进一步纯化.４ꎬ４′￣二(１￣咪唑基)苯
硫醚为实验室合成.

ＦＴＩＲ 仪 ( ＶＥＣＴＯＲ￣２２ Ｂｒｕｋｅｒ 公 司)ꎬ Ｂｒｕｋ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Ａｐｅｘ ＣＣＤ 衍射仪(Ｂｒｕｋｅｒ 公司)ꎬＴＧＡ￣７ 型热

分析仪(美国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公司)ꎬＰＥＲｋｉｎ Ｅｌｍｅｒ
２４０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ｙ 元素分析仪、 Ｂｒｕｋｅｒ Ｄ８
ＡＤＶＡＮＣＥ 型 Ｘ￣射线粉末衍射仪 ( Ｃｕ Ｋαꎬ λ ＝
０.１５４ １７８ ｎｍ).
１.２　 ４ꎬ４′￣二(１￣咪唑基)苯硫醚的合成

将 ＣｕＩ (０.８ ｇꎬ０.４ ｍｍｏｌ)ꎬ４ꎬ４′￣二溴二苯硫醚

(１.７２ ｇꎬ５ ｍｍｏｌ)ꎬ咪唑(１.７ ｇꎬ２５ ｍｍｏｌ)和 Ｋ２ＣＯ３

(３.４５ ｇꎬ２５ ｍｍｏｌ)和无水 ＤＭＦ(３０ ｍＬ)的混合物

在氮气保护下加热至 １５０ ℃ꎬ保持温度搅拌反应

７２ ｈ.然后将混合物冷却至室温ꎬ减压蒸馏除去有

机溶剂 ＤＭＦꎬ残余物溶入到 ２００ ｍＬ 的 ＣＨＣｌ３ 中ꎬ
并用水洗涤以除去多余的咪唑和 Ｋ２ＣＯ３ .有机相

用无水 ＭｇＳＯ４干燥ꎬ过滤ꎬ减压除去有机溶剂.残
余物经柱层析 (洗脱液为体积比 ５ ∶ １ 的乙酸乙

酯和甲醇)分离ꎬ得白色粉末状产物 ４ꎬ４′￣二(１￣咪
唑基) 苯硫醚 (产率 ８４％).１ ＨＮＭＲ ( ＤＭＳＯ￣ｄꎬ
５００ ＭＨｚꎬ２５ ℃):δ:８.２９ ( ｓꎬ２Ｈ)ꎬ７.７７ ( ｓꎬ２Ｈ)ꎬ
７.７０ (ｄꎬ４Ｈ)ꎬ７.５０ (ｄꎬ４Ｈ)ꎬ７.１３ (ｓꎬ２Ｈ).
１.３　 Ｃｄ(ＢＩＤＰＴ) ２(ＮＯ３) ２(Ｈ２Ｏ) ２ 的合成

将溶 有 Ｃｄ ( ＮＯ３ ) ２  ４Ｈ２Ｏ ( ３０. ８ ｍｇꎬ
０.１ ｍｍｏｌ)ꎬ４ꎬ４′￣二(１￣咪唑基)苯硫醚(３４.０ ｍｇꎬ
０.１ ｍｍｏｌ)和 ６ ｍＬ 的甲醇 / Ｈ２Ｏ(体积比为 １ ∶ １)
的混合物装入以聚四氟乙烯为内衬的不锈钢反应

釜中ꎬ在 １２０ ℃条件下反应 ３ ｄꎬ自然降温至室温

后ꎬ开釜得到无色棒状晶体ꎬ产率为 ３０％ (基于

Ｃｄ 计算). ＩＲ 主要吸收峰 ( ＫＢｒ 固体压片 ν /
ｃｍ－１):３ ３４１( ｓꎬｂｒ)ꎬ１ ６３８( ｓ)ꎬ１ ５５４( ｓ)ꎬ１ ４２０
(ｓ)ꎬ１ ３８９(ｍ)ꎬ１ ２８６(ｍ)ꎬ７６８(ｍ)ꎬ７０２(ｍ)ꎬ６０８
(ｍ) ｃｍ－１ .配合物(Ｃ３６Ｈ３２ＣｄＮ１ ０Ｏ８Ｓ２)的元素分析

理论值:Ｃꎬ４７. ５１ꎻＮꎬ１５. ４０ꎻＨꎬ３. ５２.实验值:Ｃꎬ
４７.４５ꎻＮꎬ１５.３１ꎻＨꎬ３.４０.
１.４　 Ｃｄ(ＢＩＤＰＴ) ２(ＮＯ３) ２(Ｈ２Ｏ) ２ 晶体结构的

测定

晶体衍射数据在 Ｂｒｕｋ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Ａｐｅｘ ＩＩ ＣＣＤ
衍射仪测得ꎬ 以石墨单色化的 Ｍｏ Ｋａ ( λ ＝
０.０７１ ０７３ ｎｍ) 辐射为光源ꎬ 收集的数据通过

ＳＡＤＡＢＳ[７]做吸收校正ꎬ晶体结构运用 ＳＨＥＬＸＴＬ
程序采用直接法解出.非氢原子的坐标是在以后

的数轮差值 Ｆｏｕｒｉｅｒ 合成中陆续确定的ꎬ基于 Ｆ２以

最小二乘法对全部非氢原子的坐标以及各向异性

参数进行精修.所有碳上的氢原子均根据理论加

氢获得.配合物中存在的残留的溶剂水分子通过

ＰＬＡＴＯＮ 程序中的 ＳＱＵＥＥＺＥ 命令滤除.配合物的

晶体学数据列于表 １ꎬ部分键长和键角列于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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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标题配合物的晶体学数据和精修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ｆ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

经验式 Ｃ３６Ｈ３２ＣｄＮ１０Ｏ８Ｓ２ 经验式 Ｃ３６Ｈ３２ＣｄＮ１０Ｏ８Ｓ２

相对分子质量 ９０９.２４ 计算密度 / (ｇ∙ｃｍ－３) １.５５９

Ｔ / Ｋ ２９３(２) 晶体线性吸收系数 / (ｍｍ－１) ０.７３９
λ (Ｍｏ Ｋａ) / ｎｍ ０.０７１ ０７３ 单胞中的电子数目 /个 ４５８
晶系(空间群) 三斜(Ｐ￣１) θ 范围 / (°) １.９４~２７.５２

晶胞体积 / ｎｍ３ ０.９６４ ４(２) 对最小二乘法 Ｆ２的拟合优度 １.０９４

晶胞参数 ａ＝ ０.８１６ ４(９)ｎｍꎻα＝ １１２.７３７(１)° 收集 /独立衍射点数(Ｒｉｎｔ) ８３４５ / ４３００(０.０２９ ８)

ｂ＝ １.１５６ ８(１)ｎｍꎻβ＝ １０７.４８１(１)° 最终残差因子值[ Ｉ>２σ( Ｉ)] Ｒ１ ＝ ０.０５５ ６ꎬｗＲ２ ＝ ０.１８０ ２

ｃ＝ １.１７９ ３(１)ｎｍꎻγ＝ ９２.２３３ (２)° 残差因子值[所有数据] Ｒ１ ＝ ０.０５９ ８ꎬｗＲ２ ＝ ０.１９１ ２

单胞分子数 /个 １ 最高 /低残余电子密度 / (ｅ∙ｎｍ３) ２６９５ꎬ－１ ０９０

表 ２　 标题配合物的主要键和键角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ｏ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ｄ ａｎｇ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

化学键 键长 / ｎｍ 化学键 键长 / ｎｍ 化学键 键长 / ｎｍ
Ｃｄ(１)￣Ｎ(１) ０.２２９(２) Ｃｄ(１)￣Ｎ(１) ＃１ ０.２２９(２) Ｃｄ(１)￣Ｎ(４) ＃２ ０.２３２(２)

Ｃｄ(１)￣Ｎ(４) ＃３ ０.２３２(２) Ｃｄ(１)￣Ｏ(３) ＃１ ０.２３９(２) Ｃｄ(１)￣Ｏ(３) ０.２３９(２)
化学键 键角 / (°) 化学键 键角 / (°) 化学键 键角 / (°)

Ｎ(１)￣Ｃｄ(１)￣Ｎ(１) ＃１ １８０.０(８) Ｎ(１)￣Ｃｄ(１)￣Ｎ(４) ＃２ ８７.５(７) Ｎ(１) ＃１ ￣Ｃｄ(１)￣Ｎ(４) ＃２ ９２.５(７)

Ｎ(１)￣Ｃｄ(１)￣Ｎ(４) ＃３ ９２.５(７) Ｎ(１) ＃１ ￣Ｃｄ(１)￣Ｎ(４) ＃３ ８７.５(７) Ｎ(４) ＃２ ￣Ｃｄ(１)￣Ｎ(４) ＃３ １８０.０(１)

Ｎ(１)￣Ｃｄ(１)￣Ｏ(３) ＃１ ８４.０(７) Ｎ(１) ＃１ ￣Ｃｄ(１)￣Ｏ(３) ＃１ ９６.０(７) Ｎ(４) ＃２ ￣Ｃｄ(１)￣Ｏ(３) ＃１ ９６.６(８)

Ｎ(４) ＃３ ￣Ｃｄ(１)￣Ｏ(３) ＃１ ８３.４(８) Ｎ(１)￣Ｃｄ(１)￣Ｏ(３) ９６.０(７) Ｎ(１) ＃１ ￣Ｃｄ(１)￣Ｏ(３) ８４.０(７)

Ｎ(４) ＃２ ￣Ｃｄ(１)￣Ｏ(３) ８３.４(８) Ｎ(４) ＃３ ￣Ｃｄ(１)￣Ｏ(３) ９６.６(８) Ｏ(３) ＃１ ￣Ｃｄ(１)￣Ｏ(３) １８０.０

　 　 对称码:＃１:２￣ｘꎬ１￣ｙꎬ￣ｚꎻ＃２:１￣ｘꎬ１￣ｙꎬ１￣ｚꎻ＃３:１＋ｘꎬｙꎬ￣１＋ｚ.

２　 结果和讨论

２.１　 配合物的晶体结构

配合物 Ｃｄ(ＢＩＤＰＴ) ２(ＮＯ３) ２(Ｈ２Ｏ) ２ 属三

斜晶系ꎬＰ￣１ 空间群.Ｘ￣射线单晶体结构表明ꎬ配合

物的不对称单元中包含 １ 个晶体学独立的 Ｃｄ２＋离

子ꎬ２ 个 Ｌ 配体ꎬ２ 个硝酸根离子以及 ２ 个晶格水

分子(图 １).配位中心 Ｃｄ２＋与两个 Ｏ 原子和 ４ 个

Ｎ 原子配位而形成八面体六角双锥的结构ꎬ两个

Ｃｄ２＋之间通过 ＢＩＤＰＴ 链连接(图 ２)ꎬＣｄ—Ｎ 键的

键长范围为 ０.２２９(２) ~０.２３２(２) ｎｍ 其中 Ｃｄ—Ｏ
键的键长为 ０.２３９(２) ｎｍ.

图 １　 标题配合物分子的结构图(椭球几率 ５０％)
Ｆｉｇ.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 ｉｓ ５０％)

图 ２　 标题配合物的一维链状结构

Ｆｉｇ.２　 Ｏｎ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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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配合物的热重分析

为了考察配合物的热稳定性ꎬ在 ２５ ~ ７００ ℃
的温度范围内对化合物进行了热重分析(图 ３).
热重分析显示从室温到 １７０ ℃内没有失重ꎬ说明

该化合物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ꎬ配合物从 １７０ ℃
开始失重ꎬ到 ３００ ℃失重 １８％ꎬ对应失去了分子中

的晶格水和配位的硝酸根离子(计算值:１７.６％)ꎬ
随后保持到 ４１０ ℃开始急剧失重ꎬ此时配合物的

骨架开始坍塌.

图 ３　 标题配合物的热重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Ｇ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２.３　 Ｃｄ(ＢＩＤＰＴ) ２(ＮＯ３) ２(Ｈ２Ｏ) ２ 的粉末 Ｘ 射

线衍射分析

图 ４ 为 配 合 物 Ｃｄ ( ＢＩＤＰＴ ) ２ ( ＮＯ３ ) ２ 
(Ｈ２Ｏ) ２ 的粉末 ＸＲＤ 图谱ꎬ配合物实验测定的

ＰＸＲＤ 图和它的单晶结构分析模拟的 ＰＸＲＤ 图能

很好的吻合ꎬ证实了所合成的配合物是均一的纯

相ꎬ并且在室温下稳定.

图 ４　 标题配合物的 ＸＲＤ 图谱

Ｆｉｇ.４　 ＸＲＤ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２.４　 配合物的荧光光谱以及对硝基苯类化合物

的识别

ｄ１０电子构型的金属配合物一般都具有荧光

性质ꎬ因此在室温下测试了配合物的固体荧光ꎬ如
图 ５ 所示ꎬ配合物的最大发射峰为 ４０３ ｎｍ.配合物

的荧光性质使得它们在荧光检测方面具有潜在应

用ꎬ因此需要测试其在有机溶剂中的荧光强度的

变化ꎬ具体操作如下:将 １ ｍｇ 的配合物充分研磨

后浸入 ＤＭＦ 中超声分散 ２ ｈꎬ然后静置 ３ ｄ 获得

稳定的悬浮液.

图 ５　 标题配合物的固体荧光

Ｆｉｇ.５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ｐｈｏｔ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选择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苯酚(ＰＡ)ꎬ４￣硝基甲苯

(ＮＴ)ꎬ硝基苯(ＮＢ)ꎬ１ꎬ３￣二硝基苯(１ꎬ３￣ＤＮＢ)ꎬ二
硝基苯(１ꎬ４￣ＤＮＢ)和 ２ꎬ４￣二硝基甲苯(２ꎬ４￣ＤＮＴ)
六种硝基苯类化合物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将硝基苯

化合物配成 ５ ｍｍｏｌ / Ｌ 的 ＤＭＦ 溶液ꎬ然后监测滴定

过程中体系荧光强度的变化(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５ ｍｍｏｌ / Ｌ 的 ＰＡ 滴定配合物的荧光光谱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ｆｔｅｒ ａｄｄ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ｍｏｌ / Ｌ 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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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苯酚的加入ꎬ配合物悬浮

液的荧光强度急剧下降ꎬ仅加入 ６０ μＬ 的 ２ꎬ４ꎬ６￣
三硝基苯酚的 ＤＭＦ 溶液时ꎬ配合物的悬浮液的荧

光强度下降到起始荧光强度的 １８.７％ꎬ对 ２ꎬ４ꎬ６￣
三硝基苯酚的检测限可以达到 ０.００２ 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说明配合物对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苯酚的检测具有很好

的灵敏性.而其它五种硝基苯类化合物对悬浮液

的荧光强度影响很小ꎬ淬灭程度最大的 １ꎬ３￣ＤＮＢ
的荧光强度仅下降了 ７.５６％.上述结果表明配合

物对这六种硝基苯类化合物中的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苯

酚具有非常好的选择性.
荧光淬灭常数可以通过 Ｓｔｅｒｎ￣Ｖｏｌｎｅｒ(ＳＶ)方

程:Ｉ０ / Ｉ ＝ １ ＋ＫＳＶ[Ｑ]ꎬ其中 ＫＳＶ是荧光淬灭常数ꎬ
[Ｑ]是被检测物的浓度ꎬＩ０和 Ｉ 分别是起始和加入

悬浮物后悬浮液的荧光强度.对于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

苯酚ꎬ在低浓度范围内配合物的 ＳＶ 曲线是线性

的(Ｒ＝ ０.９９１)ꎬ且 ＫＳＶ为 １.５６×１０４(图 ７)ꎬ数值已

与文献报道的有机聚合物相当ꎬ郑和根课题组锌

配合物的 ＫＳＶ 为 ２. ４ × １０４ [８]ꎬ镉配合物的 ＫＳＶ 为

６.４×１０３[９] .高淬灭常数以及低检测线可以很容易

的检测痕量的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苯酚.

图 ７　 ５ ｍｍｏｌ / Ｌ 的 ＰＡ 滴定配合物的 ＳＶ 曲线

Ｆｉｇ.７　 Ｓｔｅｒｎ￣Ｖｏｌｍｅｒ ｐｌｏｔ ｏｆ Ｉ０ / Ｉ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 ｉｎｓｅｔ: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３　 结　 论

将硝酸镉和 ４ꎬ４′￣二(１￣咪唑基)苯硫醚混合ꎬ
水热法合成了一个新的六核配合Ｃｄ(ＢＩＤＰＴ)２(ＮＯ３)２

(Ｈ２Ｏ) ２ꎬ并对其进行了结构分析和表征.镉离子

通过 ４ꎬ４′￣二(１￣咪唑基)苯硫醚配体桥联成 ８ 字

型一维链结构.硝基苯化合物对配合物的荧光性

质有不同程度的淬灭作用对 ２ꎬ４ꎬ６￣三硝基苯酚的

检测具有很好的灵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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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ＩＩ)￣ｍ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ａｓ ｂ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ｍｏ￣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ｅ３＋ꎬＡｎｉｏｎｓ ＣｒＯ４

２－ꎬａｎｄ
Ｃｒ２Ｏ７

２－ ｉｎ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ｏｌ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
ｄｅｓｉｇｎꎬ２０１７ꎬ１７(１):６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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