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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电致发光材料具有主动发光'视角广'对比度高等显著特点"稀土有机配合物电致发光材料目

前备受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以水杨醛和苯甲酸衍生物为原料!经酯化'肼化及希夫碱缩合合成了水杨醛对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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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料!合成了水杨醛酰腙系列镨稀土配合物!经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等分析手段对该类配合物的

结构进行表征!配体在
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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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XB

E:出现羟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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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伸缩振动峰!在配合物的红外光谱中消失!配合

物在
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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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之间的吸收峰归属为结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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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基弯曲振动吸收峰!配合物在与配

体对应的
9:?=XB

E:均不出现羟基吸收峰!三种配体及配合物的吸收波形相似!反映出配体及配合物的结

构基本一致!但配体与配合物的吸收波峰相差较大!据此可推测配体已经配位"采用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定了

该类配合物的荧光光谱!并讨论了配体取代基的变化对荧光强度的影响"配体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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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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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监测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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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出现发射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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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荧光强度最高"配合物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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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蓝光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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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镨的电偶极跃迁特征发射峰!归属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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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配合物均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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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激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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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5B

处有较好的红光发射!该类荧光粉有望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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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配合物具有光'电'磁等多种性质!其中稀土配合

物的发光由于其特殊性和多样性而备受关注)

:N?

*

"稀土配合

物作为电致发光物质具有明显的优点!其光谱呈窄带发射!

光色度纯"稀土配合物发光既可以利用配体的三重激发态的

能量!又能利用单重激发态的能量"正是由于这些发光特

点!稀土配合物作为电致发光器件的发光材料而被众多课题

组进行研究"中山大学龚孟濂教授课题组发现
'

E

二酮铕配

合物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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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合成了水杨醛酰

腙系列镨稀土配合物!经红外光谱'紫外光谱等分析手段推

测出该类配合物的分子结构!采用荧光分光光度计测得该类

配合物的荧光性能!并讨论了配体取代基的变化对荧光强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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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的合成及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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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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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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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体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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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的紫外谱图!从

紫外图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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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体及配合物的吸收波形相似!反

映出配体及配合物的结构基本一致"但二者的吸收波峰形状

与强度有较大差距!可推测发生配位"配体在紫外区出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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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光谱分析

配体及配合物的荧光激发及发射谱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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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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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

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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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波长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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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出现发射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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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荧光强度最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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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配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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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配体发光"通过改变配体取代基来改

变体系的电子效应和电子云密度!从而调节配体三线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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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荧光强度最高!较弱给电

子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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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荧光强度次高!而去电子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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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物荧光强度较弱!表明给电子效应的配体能

级与配合物更为匹配!能级间的能量传递更为有效!荧光效

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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