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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向短波移(同样在水
>

乙醇体系中也可以看

出类似的变化#图
(

%(通过高斯多峰模拟可以更

清楚地看到
!))

!

"))/8

范围内其实有
!))/8

'

!X)/8

两个吸收峰(

图
(

!

U3Q%

!

水
>

乙醇溶液中加入
aEI

后吸收光谱的变化

U6

=

&(

!

#0.60:6$/$1I#>#699

S

32:.0$1U3Q%

!

6/M0:3.>3:70/$%9$%-:6$/01:3.0446:6$/$1aEI

)

#水%

f)

#乙醇%

]*f(

&

'

)

#

U3Q%

!

%

](̂)d*)

_"

8$%

.

C

&

'

)

#

aEI

%

]*̂(d*)

_"

8$%

.

C

&

F

$])̂A9

由图
*

'

(

还可看出&

A(A/8

处出现的吸收峰

又很快消失&这说明形成的配合物又快速分解&与

羟基脲一样&这可能是由于络合后配合物中配体

的电子转移到
U3

#

'

%上而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反应完成后用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检测反应产

物(图
!

为气态产物气相色谱分离后的质谱图(

由图
!

可看出&质谱检测出了
'

(

Z

的分子离子

峰&这表明气态产物中有
'

(

Z

(

由于在
A(A/8

左右的吸收峰较弱&反应不易

图
!

!

气态产物经气相色谱分离后
'

(

Z

的质谱图

U6

=

&!

!

V0999

S

32:.0$1'

(

Z93

S

0.0:34

1.$8:73

=

09

S

.$4-2:9R

;=

0927.$80:$

=

.0

S

7

;

下图为
'

(

Z

标准谱

#

B73%$M3.70%1$1:7316

=

-.369:739:0/40.49

S

32:.0$1'

(

Z

%

监测&另外
()[

下该反应进行较快&不易检测反

应初始过程&因此实验时提高
U3Q%

!

初始浓度为

*̂)d*)

_!

8$%

.

C

&然后分别加入不同量的
aEI

&

在
*)[

下考察反应液在
A(A/8

处吸光度随时间

的变化情况&示于图
"

#

0

%(由图
"

#

0

%可看出&随

着
aEI

浓度的增加&配合物形成速率加快&

'

)

#

a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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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配合物形成后数分钟内吸光度未见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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