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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苯胺进行溴代和
T+(

偶联反应合成
?+

萘基三苯胺&

6

'!对脱氢枞酸进行酯化"溴代"硝化"还

原和
T+(

偶联反应合成
*!+

,

(

!

(+

&

?+

萘基苯基'

+

苯基-胺基
+

脱异丙基脱氢枞酸甲酯&

\

'及
*!+

,

(

!

(+

双&

?+

萘

基苯基'-胺基
+

脱异丙基脱氢枞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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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化合物!通过*

F J(e

!

*!

TJ(e

及
J/

对化合物的结构进行

表征%为了研究化合物结构与光谱性能之间的关系!首先利用
g6<44:67."

程序采用密度泛函
OSa

(

!̂NRL

方法!对三个化合物的空间构型进行全优化!得到它们的键长"键角和二面角!对比发现脱氢枞酸骨架和萘

环的引入会影响化合物的共平面性!而萘环的引入会增大化合物的共轭程度%光谱性能方面!研究了三种化

合物在甲醇"二氧六环"四氢呋喃"二氯甲烷和环己烷这
@

种极性逐渐减小的溶剂中的荧光发射光谱和紫外

吸收光谱%结果表明!在荧光光谱中!化合物
6

!

\

和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最大荧光发射波长均有不同程度位

移!在甲醇中最大!在环己烷中最小!但是位移并非随着极性的增大而只发生红移!在二氯甲烷"四氢呋喃

和二氧六环
!

种极性依次增大的溶剂中!

6

!

\

!

1

的荧光发射波长均随着溶剂极性的增大而发生较大程度的

蓝移$在同一溶剂中!化合物
\

和
1

相对于
6

的荧光发射波长依次发生红移!

1

的红移程度与
\

差距不大%紫

外吸收光谱中!三个化合物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最大吸收波长也有差异!在
-..

"

-@.7A

区间!三个化合物

均在二氯甲烷中有较大位移!在
!..

"

!@.7A

区间!在甲醇中位移较大!而在
-@.

"

!..7A

区间!最大吸收

波长差别不大$在同一溶剂中!它们在
!..

"

!@.7A

区间的最大吸收波长差别较大!化合物
1

较
6

红移
->

7A

%结合结构优化所得数据可以证明!化合物的共轭程度对荧光发射光谱和紫外吸收光谱均有影响!而共

平面性对荧光发射光谱影响较大%化合物
6

!

\

和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荧光发射光谱和紫外吸收光谱的较大

变化!表明它们有明显的溶致变色行为!具有作为分子探针探测外部环境极性大小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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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内电荷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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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作为小分子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体系中的一类!一直受

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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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内电荷转移反应是指发

生在分子内部不同基团之间的电荷转移反应%通过分子内电

荷转移反应可以调节分子能隙!实现对分子光电性能的调

控!是一种获得多色显示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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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将发生反应的两个

基团分别被定义为电子给体&

O%7%3

'和电子受体&

9110

)

2%3

'!

该分子称为
O+9

结构分子%

O+9

结构分子的电子给体主要包

括苯胺"咔唑"噻吩"吡咯及呋喃等富电子基团,

?+@

-

!电子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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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萘酰亚胺,

>+#

-

!二苯砜,

,

-

!苯并噻二唑,

"

-

!三

嗪,

*.

-

!丙二腈"茚酮和萘酮,

**

-

!蒽,

*-+*?

-和萘,

*@

-等吸电子基

团%其中!以三苯胺为电子给体!萘为电子受体的
O+9

结构

分子可作为发光材料用于发光二极管"太阳能电池以及薄膜

转换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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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致变色现象是一种溶液与有机荧光分子相互作用而产

生颜色改变的现象%由于溶剂的极性发生变化!引起有机染

料的吸收光谱或发射光谱产生不同响应性!从而诱导有机荧



光染料表现出不同的显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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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溶致变色染料是一

种具有良好属性的基本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荧光探针"指示

剂"显色剂及分子识别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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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期研究中!对脱氢枞

酸三芳胺化合物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荧光光谱进行了研究!

这些共轭芳族化合物!激发时发生
'%'

"跃迁!其荧光光谱

受溶剂极性的影响较大!呈现*溶致变色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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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脱氢

枞酸三芳胺为供体构建的
O+9

结构分子是否也具有溶致变

色行为9 它们的溶致变色行为与结构的关系怎样9 为了探求

以上问题的答案!以三苯胺"脱氢枞酸三芳胺及萘硼酸为原

料!通过
T+(

偶联反应合成了
!

个具有大共轭结构的
O+9

型化合物!通过优化其分子结构和测试其在不同溶剂中的荧

光发射光谱及紫外吸收光谱!研究它们在不同溶剂中光谱的

变化规律!探索化合物的结构与其光谱性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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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合物的合成

脱氢枞酸三芳胺按照文献方法合成%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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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合成路线如图
*

!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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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基三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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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A%&

三苯胺及
"',AA%&(+

溴代丁二酰亚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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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溶于乙腈中!再将
(̂ /

溶液缓

慢滴入三苯胺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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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避光反应
-?W

!反应结束后!

减压蒸除乙腈!用乙醇重结晶!得
?+

溴三苯胺&

*

'%

将
@AA%&?+

溴三苯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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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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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

'中后转移到三口烧瓶中!将
-@AA%&_

-

TB

!

溶

于
!.AN

水之后也转移到该烧瓶中!在
".o

下反应
,W

%反

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加入
TFT&

!

和水!萃取有机相!加

入无水硫酸镁!静置!抽滤!减压蒸除溶剂%柱层析分离提

纯&洗脱剂!石油醚)乙酸乙酯
*n*>

"

*n-.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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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基

三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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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基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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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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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A%&

脱氢枞酸三芳胺及
?'"AA%&(̂ /

分别溶于

乙腈中!将
(̂ /

溶液缓慢滴入脱氢枞酸三芳胺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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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避光反应
-?W

!反应结束后!减压蒸除乙腈!用乙醇重

结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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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硼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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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入
OJ[

中!将
@AA%&_

-

TB

!

溶于
-.AN

水之后加入
OJ[

中!在
". o

下反应
,W

%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加入

TFT&

!

和水!萃取有机相!加入无水硫酸镁!静置!抽滤!减

压蒸除溶剂%柱层析分离提纯&洗脱剂!石油醚)乙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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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基苯基%(胺基
+

脱异丙基脱氢枞酸

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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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AA%&

脱氢枞酸三芳胺及
*.AA%&(̂ /

分别溶于乙

腈中!将
(̂ /

溶液滴入脱氢枞酸三芳胺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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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避

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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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结束后!减压蒸除乙腈!用乙醇重结晶!

图
$

!

化合物
+

%

5

和
7

的合成路线

%&

'

($

!

L

2

018*1&7.3-1*3473/

6

3-0:,+

!

5

!

7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第
!"

卷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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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苯基'-胺基
+

脱异丙基脱氢枞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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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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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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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

溴苯基'-胺基
+

脱异丙基脱氢

枞酸甲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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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萘硼酸"

.'*>AA%&L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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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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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

OJ[

中!将
*.AA%&_

-

TB

!

溶于
!?AN

水之后加入
OJ[

中!在
". o

下反应
,W

%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加入

TFT&

!

和水!萃取有机相!加入无水硫酸镁!静置!抽滤!减

压蒸除溶剂%柱层析分离提纯&洗脱剂!石油醚)乙酸乙酯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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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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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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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基苯基'-胺基
+

脱异丙

基脱氢枞酸甲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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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优化

利用
g6<44:67."

程序!采用密度泛函
OSa

(

!̂N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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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
>+!*g

"基组一次对化合物
6

!

\

和
1

的几何构型进

行全优化!收敛标准使用软件默认值%

$(D

!

分析测试方法

*'?'*

!

荧光发射光谱

准确称取化合
6

!

\

和
1

移入
*..AN

容量瓶中!用甲醇

定容!配置成浓度为
*C*.

D?

A%&

#

N

D*的储备溶液%分别移

取
@.

!

N

于
*.AN

容量瓶中!分别用不同极性的溶剂无水甲

醇"二氧六环"四氢呋喃"二氯甲烷和环己烷&溶剂极性依次

从大到小'定容!得到浓度为
@C*.

D#

A%&

#

N

D*的各试样!

在室温下测试其荧光发射光谱%

*'?'-

!

紫外吸收光谱

移取
-AN

上述
*C*.

D?

A%&

#

N

D*的储备溶液于
*.AN

容量瓶中!烘干除去甲醇!然后分别用不同极性的溶剂无水

甲醇"二氧六环"四氢呋喃"二氯甲烷和环己烷&溶剂极性依

次从大到小'定容!得到浓度为
-C*.

D@

A%&

#

N

D*的各试样!

在室温条件下测试其紫外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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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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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合物的几何构型及部分几何参数

在
!̂NRL

(

>+!*g

"水平下!得到了
6

!

\

及
1

的优化构型

如图
-

所示%

!!

化合物
6

!

\

和
1

中与氮原子相连分别有三个苯环!分别

标记为
6+*

"

6+!

!

\+*

"

\+!

!

1+*

"

1+!

!

6+*

!

\+*

!

1+*

及
1+!

上

各连有一个萘!化合物空间构型分别是以
6+*

!

\+*

!

1+*

苯环

平面的正前方观察得到的!如图
-

%综合图
-

和表
*

!从二面

角的数据可以看出!化合物
\

中苯环
\+*

所在平面与苯环
\+

-

之间的二面角&

T-,+(+T@>+T@,

'为
?*'-,b

!化合物
1

中苯环

1+*

与苯环
1+-

之间的二面角&

T-,+(+T@!+T@@

'为
?.'>-b

!而

化合物
6

中对应的苯环
6+*

与苯环
6+-

之间的二面角&

T@+(+

T-.+T--

'为
!,'?b

!可见!化合物
1

和
1

中脱氢枞酸骨架的引

入导致空间位阻增大!因此二面角也相应增大%化合物
\

中

苯环
\+!

所在平面与
\+-

所在平面之间的二面角&

T?>+T?@+

(+T-,

'为
D*!"',b

!化合物
6

和
1

中对应位置的二面角分别

为&

T*.+T"+(+T@

'

D*!#'-b

"&

T?>+T?@+(+T-,

'

D*!"'-b

!同

样说明脱氢枞酸骨架的引入会增大两个芳环之间的扭曲程

度%化合物
\

中
\+!

平面与
\+*

平面之间的二面角&

T?>+T?@+

(+T@>

'为
?*'>#b

!化合物
1

中对应位置
1+*

与
1+!

之间的二

面角为&

T?>+T?@+(+T@!

'为
?*'>"b

!可以看出脱氢枞酸三芳

胺上引入不同个数的萘环对三芳胺上三个苯环之间扭曲程度

的影响很小%化合物
\

中萘环与
\+*

平面之间的二面角&

T>*+

T>!+T>>+T>#

'为
@>'.>b

!化合物
1

中对应位置萘环与
1+*

之

间的二面角&

T@,+T>.+T>!+T>?

'为
@@'@#b

!二者相差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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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在
R;MbJ

"

FA;$[

"水平下优化得到的#

+

$%#

5

$和#

7

$的空间构型

%&

'

(<

!

"

6

1&/&H*:,

6

+1&+97304&

'

-.+1&30,34

&

+

'!&

5

'!

+0:

&

7

'

+1R;MbJ

(

FA;$[

"

9*\*9,

表
$

!

化合物
+

%

5

%

7

优化得到的部分键长&键角和二面角

@+59*$

!

J+.1&+9530:9*0

'

18,

!

530:+0

'

9*,

!

+0::&8*:.+9+0A

'

9*,3

6

1&/&H*:43.73/

6

3-0:,+

!

5

!

+0:7

6 \ 1

键长

(+T@ *'?-- (+T-, *'?-! (+T-, *'?-!

(+T" *'?-- (+T?@ *'?-* (+T?@ *'?*"

(+T-. *'?*" (+T@> *'?*" (+T@! *'?*"

T-#+T!. *'?," T>!+T>> *'?," T>.+T>! *'?,"

T@*+T,. *'?,,

键角

T@+(+T" **"'> T-,+(+T?@ **"', T-,+(+T?@ **"',

T"+(+T-. *-.'- T?@+(+T@> *-.'- T?@+(+T@! *-.'-

T-.+(+T@ *-.'- T@>+(+T-, *-.'. T@!+(+T-, *-.'*

T-!+T-#+T!. *-.'@ T@"+T>!+T>> *-.'> T@>+T>.+T>! *-.'@

T-@+T-#+T!. *--'. T>*+T>!+T>> *-*'"> T@,+T>.+T>! *--'.

T?"+T@*+T,. *-.'@

T"#+T@*+T,. *--'.

二面角

T*.+T"+(+T@ D*!#'-T?>+T?@+(+T-, D*!"',T?>+T?@+(+T-, D*!"'-

T@+(+T-.+T-- !,'? T-,+(+T@>+T@, ?*'-, T-,+(+T@!+T@@ ?.'>-

T-@+T-#+T!.+T!* @@'- T>*+T>!+T>>+T>#@>'.>T@,+T>.+T>!+T>?@@'@#

T*.+T"+(+T-. ?-'>> T?>+T?@+(+T@> ?*'># T?>+T?@+(+T@! ?*'>"

T?"+T@*+T,.+T,-*-"'.!

而化合物
1

中另一个萘环与
1+-

平面之间的二面角&

T?"+T@*+

T,.+T,-

'为
*-"'.!b

!可见萘环的增加!使得分子中苯环与

萘环之间发生较大程度的扭曲%

由表
*

可以看出!三个化合物的键长和键角的数据相差

不大!且化合物中的
T+(

键长都在
.'*?-7A

左右!介于
T+

(

单键&

.'*?>7A

'和
33

T (

双键&

.'*!#7A

'之间,

-*

-

!说明

芳环连接于
(

原子上增加了电子的离域!增强了
T+(

键的

强度!可以预测合成的化合物可能具有较好的荧光性质%

<(;

!

化合物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荧光发射光谱

测试了化合物
6

!

\

和
1

在无水甲醇"二氧六环"四氢呋

喃"二氯甲烷和环己烷&溶剂极性逐渐减小'

@

种不同极性溶

剂中荧光发射光谱!化合物
6

!

\

和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荧

光发射光谱图如图
!

中&

6

'!&

\

'和&

1

'所示!化合物
6

!

\

和
1

在同一种溶剂甲醇中的荧光发射光谱图如图
!

&

8

'所示!它们

在不同溶剂中的最大发射波长及最大荧光强度如表
-

%

由图
!

&

6

'!&

\

'!&

1

'和表
-

可以看出!三个化合物在不

同极性溶剂中最大荧光发射波长均有较大程度的位移!由表

-

可以看出!三个化合物在极性最大的甲醇中的发射波长最

大!分别为
?!"'@

!

??>'@

和
??"'@7A

!在极性最小的环己烷

中最小!分别为
!,>

!

!"!'@

和
!">'@7A

%在二氯甲烷"四氢

呋喃和二氧六环
!

种极性依次增大的溶剂中!

6

!

\

和
1

的荧

光发射波长均随着溶剂极性的增大而发生较大程度的蓝移!

分别蓝移
--'@

!

-,

和
!*7A

!由表
-

还可以看出!化合物在

不同极性溶剂荧光强度相差较大!它们均在弱极性溶剂环己

烷中的具有最大的荧光强度%

!!

由图
!

&

8

'可见!化合物
6

!

\

和
1

在同一溶剂甲醇中的最

大荧光发射波长和荧光强度均不同!最大荧光发射波长分别

为
?!"'@

!

??>'@

和
??"'@7A

!化合物
\

!

1

较
6

分别红移了
#

和
*.7A

%化合物
\

与
1

与
6

的不同之处为它们具有脱氢枞

酸骨架!而化合物
1

比化合物
\

多了一个萘环%从理论上讲!

化合物
1

由于具有更大的共轭体系其荧光发射波长应该有更

>,.-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第
!"

卷



图
;

!

化合物
+

%

5

和
7

的荧光发射光谱

&

6

')化合物
6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荧光发射光谱$&

\

')化合物
\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荧光发射光谱$

&

1

')化合物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荧光发射光谱$&

8

')化合物
6

!

\

!

1

在甲醇中的荧光发射光谱

%&

'

(;

!

%9-3.*,7*07**/&,,&30,

6

*71.+3473/

6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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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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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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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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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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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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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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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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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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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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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6

!

\6781:7A02W67%&

表
<

!

化合物
+

%

5

和
7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最大发射波长和荧光强度

@+59*<

!

)+C&/-/*/&,,&30G+\*9*0

'

18,+0:49-3.*,7*07*&01*0,&1&*,3473/

6

3-0:,+

!

5

!

+0:7&0:&44*.*01

6

39+.,39\*01,

化合物
最大发射波长(

7A

最大荧光强度

甲醇 二氧六环 四氢呋喃 二氯甲烷 环己烷 甲醇 二氧六环 四氢呋喃 二氯甲烷 环己烷

6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图
D

!

化合物
+

%

5

和
7

的紫外吸收光谱

&

6

')化合物
6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紫外吸收光谱$&

\

')化合物
\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紫外吸收光谱$

&

1

')化合物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紫外吸收光谱$&

8

')化合物
6

!

\

!

1

在环己烷中的紫外吸收光谱

%&

'

(D

!

YT+5,3.

6

1&30,

6

*71.+3473/

6

3-0:,+

!

5

!

+0:7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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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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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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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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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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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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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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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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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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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移!但是化合物的荧光性能不仅与共轭程度有关!与它

的共平面性亦有关%从上面结构优化数据中看出!化合物
1

中另一个萘环的引入使得分子发生较大的扭曲!其共平面性

更差!从而影响了它的荧光性能%

<(D

!

化合物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紫外吸收光谱

测试了化合物
6

!

\

和
1

在无水甲醇"二氧六环"四氢呋

喃"二氯甲烷和环己烷&溶剂极性逐渐减小'

@

种不同极性溶

剂中的紫外吸收光谱!化合物
6

!

\

和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

紫外吸收光谱图如图
?

&

6

'!&

\

'!&

1

'所示!化合物
6

!

\

和
1

在同一种溶剂环己烷中的紫外吸收光谱图如图
?

&

8

'所示!它

们在不同溶剂中的最大吸收峰波长及最大吸光度如表
!

%

!!

三个化合物均有多个吸收峰!将吸收峰的位置按波长分

成
-..

"

-@.

!

-@.

"

!..

和
!..

"

!@.7A

三个区间%由图
?

&

6

'!&

\

'!&

1

'和表
!

可以看出!同一化合物在不同极性溶剂

中最大吸收峰波长并不完全相同%

-..

"

-@.7A

波长区间

内!化合物
6

!

\

!

1

在甲醇"二氧六环"四氢呋喃和环己烷中

最大吸收波长相差不大!而在二氯甲烷中的最大吸收波长较

甲醇中发生了约
*.7A

红移$

-@.

"

!..7A

波长区间内!化

合物
6

在甲醇和环己烷中出现了吸收峰!化合物
\

只在环己

烷中出现吸收峰!而化合物
1

则在
@

种溶剂中都有吸收峰!

且三个化合物的最大吸收波长相差不大%

!..

"

!@.7A

波长

区间内!化合物
6

在二氧六环"四氢呋喃"二氯甲烷和环己

烷中最大吸收波长基本相同!而在甲醇中相对其他
?

种溶剂

中红移了约
-.7A

$化合物
\

和
1

在二氧六环"四氢呋喃"二

氯甲烷和环己烷中最大吸收波长基本相同!而在甲醇中发生

了蓝移!其中化合物
\

蓝移较小而化合物
1

蓝移较大%三个

化合物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吸光度也有不同!化合物
6

在三

个波长区间的最大吸收峰吸光度值差别都较大!而化合物
\

和
1

在
-..

"

-@.7A

区间峰的吸光度值差别很大!在另外两

个区间的最大吸收峰吸光度值差别较小%

结合图
?

&

8

'及表
!

可以看出!化合物
6

!

\

!

1

在同一溶

剂环己烷中最大吸收波长不尽相同!吸光度也略有变化%三

个化合物在
-..

"

-@.

和
-@.

"

!..7A

两个区间内最大吸收

波长相差不大!而在
!..

"

!@.7A

区间最大吸收波长不同!

化合物
1

与
\

较
6

分别红移了
!

和
->7A

%同样!从化合物结

构看!化合物
1

有两个萘环!较化合物
6

和
\

具有更大的共

轭程度!吸收波长发生明显红移%

综上所述!化合物
6

!

\

和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荧光发射

光谱和紫外吸收光谱均有较大变化!表明它们有明显的溶致

变色行为%

表
;

!

化合物
+

%

5

和
7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的最大吸收波长和吸光度

@+59*;

!

)+C&/-/YT+5,3.

6

1&30G+\*9*0

'

18,+0:+5,3.5+07*,34

73/

6

3-0:,+

!

5

!

+0:7&0:&44*.*01

6

39+.,39\*01,

化合物
最大发射波长(

7A

最大荧光强度

甲醇 二氧六环 四氢呋喃 二氯甲烷 环己烷 甲醇 二氧六环 四氢呋喃 二氯甲烷 环己烷

波长区间)

-..

"

-@.7A

6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波长区间)

-@.

"

!..7A

6 -," D D D -,? .'-, D D D .'?-@

\ D D D D -,? D D D D .'!?@

1 -," -,, -," -". -,, .'!," .'!>- .'!?. .'!@* .'!>,

波长区间)

!..

"

!@.7A

6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结
!

论

!!

&

*

'利用酯化"溴代"硝化"还原和
T+(

偶联反应合成了

?+

萘基三苯胺&

6

'"

*!+

,

(

!

(+

&

?+

萘基苯基'

+

苯基-胺基
+

脱异

丙基脱氢枞酸甲酯&

\

'及
*!+

,

(

!

(+

双&

?+

萘基苯基'-胺基
+

脱

异丙基脱氢枞酸甲酯&

1

'三个具有
O+9

结构的化合物!采用

*

F(Je

和*!

T(Je

及
J/

对其结构进行确认%

&

-

'采用
g6<44:67."

程序的密度泛函
OSa

(

!̂NRL

方

法!对三个化合物的几何构型进行全优化%结果表明!脱氢

枞酸骨架的的引入和萘环个数的增加影响化合物的共平面

性!萘环个数的增加影响其共轭程度!进而影响其荧光性能

及紫外吸收性能%

&

!

'对化合物
6

!

\

和
1

在不同极性溶剂中荧光发射光谱

和紫外吸收光谱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溶剂的极性对化合物
6

!

\

和
1

的荧光性能和紫外吸收性能均具有较大影响!表明三

个化合物均具有较明显的溶致变色行为!具有作为分子探针

探测外部环境极性大小的潜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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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暨
<U<U

年光谱年会

#第一轮通知$

!!

由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化学会主办的*第
-*

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暨由中国光学学会光谱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

年光谱年会+将于
-.-.

年
@

月
*@

1

*,

日在成都召开!会议由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承办%

本次大会将秉承前
-.

届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之宗旨!以期形成自由研讨的学术氛围!让思想撞击出火花!使创造力泉

涌%本次大会也将是我国光谱科学工作者的又一次盛会!将全力展示我国在光谱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取得的成果!

增进广大光谱科学工作者及其支持光谱事业人们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我国光谱事业的发展%届时大会组委会将邀请国内外

光谱及相关领域的院士"知名专家学者到会作大会报告!同时会议还将组织各类专题讨论和学术交流%

征文范围

分子光谱理论研究!红外光谱"拉曼光谱"荧光光谱"磷光光谱"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化学发光等光谱技术在物理"化

学"生物"材料科学"表面(界面科学"医药"环境"工业过程"催化学"地学"农林及其他领域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最新

科研成果%

原子光谱"激光光谱"光谱成像等各类光谱技术的最新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同时也欢迎光谱相关技术&如质谱"核磁共

振等'的最新应用和研究成果%

论文摘要要求

*=

论文内容必须是未在期刊杂志上发表过或其他全国或国际会议宣读过%

-=

提交论文扩展摘要
*

份!纸张大小用
9?

纸版式&用
BYY:10X%38

软件排版!页边距为
-1A

!单倍行距'%

!=

扩展摘要按以下顺序排版)文题&三号黑体居中'$作者&四号仿宋居中'$单位&小四号宋体居中!含所在省市"邮政编

码"电子邮址&如有'$论文的创新性!研究意义与结果&五号宋体'$关键词和主要参考文献&自版芯左起!五号宋体'%文稿中

可穿插主要论据的图"表和照片!图题"图注和表题"表注一律用英文表述%摘要的字数!包括图!表!参考文献!总共不能超

过
-

个页面%

?=

具体投稿要求可参看模板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征稿简则%稿件一经录用!将由.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以增刊或会议论

文集形式发表%论文摘要模板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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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提交方式

欢迎大家通过网站提交论文#请您注册登陆中国光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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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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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页会议会展栏目下

本次会议通道#点击会议投稿按提示要求上传您的论文摘要&论文摘要将采用网上评审的方式#你可在网上浏览对您论文的

评审结果和修改意见&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论文#请发往)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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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C$O9C$2;

&

论文摘要提交具体步骤)

#$

请您在光谱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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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实姓名注册#已经注册的用户#请修正和完善您的个人

信息&

%$

点击光谱网会议会展栏目#选择/第
%#

届全国分子光谱学学术会议暨
%"%"

年光谱年会0&

&$

点击会议基本情况下的会议快捷通道中的+会议投稿,&

/$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在页面下选择稿件提交&

!$

按照提示提交稿件&

报告形式

为充分利用会议学术交流的效率#会议仍采用+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两种方式进行学术交流&无论是口头报告还是墙

报展示#均属大会同等学术交流&为尊重个人意见和便于组委会的安排#请大家在会议注册时#提交+口头报告,或+墙报,的

题目&为了鼓励博士.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本次会议将继续设立+优秀青年论文奖,和+优秀墙报奖,#表彰那

些研究水平高.能突出研究内容要点.条理清晰的+口头报告,和+墙报,#大会将给获奖作者颁发优秀论文证书和奖金&同时

会议还将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光谱有关学术领域的前沿热点问题作大会报告和主题报告&

主要报告形式有)

#$

大会邀请报告)主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报告光谱分析的前沿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

主题邀请报告)本次会议将选择光谱技术的热点应用领域#开设多个专题论坛#邀请在该领域的知名专家作论坛主题

报告&

&$

青年论坛报告)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交流平台#并评选+优秀青年论文奖,&

/$

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作为本次会议的主要交流和展示形式&会议统一安排墙报讲解时间#希望作者按时到位讲解&

重要时间

论文截稿日期)

%"#6

年
#%

月
&"

日

第二轮会议通知)

%"#6

年
#"

月!开通会议注册系统"

第三轮会议通知)

%"%"

年
/

月

会议召开期)

%"%"

年
!

月
#!

1

#A

日

会议组织机构.注册费及缴纳方式.宾馆住宿介绍及住房预定等信息近期将在会议主页上发布#请您经常浏览光谱网上

会议主页#了解会议筹备情况和会议具体安排&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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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

会议热忱邀请国内外仪器厂商前来展示分子光谱!红外.近红外.拉曼.荧光等".原子光谱等各类光谱仪以及质谱.核磁

等其它相关仪器设备&我们将在本次会议的网站和会议现场提供展出场所#希望各厂商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展示自己的最新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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