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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且此类同构钨氧簇合物的二维红外光谱对比分析还未见报道"磁微扰下的二维红外相关光谱!化合物

!

在
)*+

!

.*-

和
+!->/

R!出现响应峰!分别归属于
$

2$

%

69

,

F

&!骨架
$

%

[

,

F

&!

$

2$

%

[

,

F

#

&"化合物
&

在

).-

!

)*)

和
)%.>/

R!出现
$

2$

%

17

,

F

&!

.%-

和
*%.>/

R!处响应峰归属于骨架
$

%

[

,

F

&"化合物
'

在
).&

!

)*+

和
)%&>/

R!处响应峰归属于
$

2$

%

H4

,

F

&!

.!+

!

.''

!

.).

!

.*.

和
*,.>/

R!响应峰为骨架
$

%

[

,

F

&"化合

物
!

!

&

!

'

归属于骨架
$

%

[

,

F

&的响应峰数目增多!这是由于磁微扰下的二维红外光谱!

69

'f

!

17

'f

!

H4

'f

价电子组态分别为
)

3

!

!

)

3

&

!

)

3

'

!价电子数增加!磁性粒子
Y=

'f对邻近
[

,

F

键影响变大"热微扰下的二

维红外相关光谱!化合物
!

!

&

!

'

均在
)-->/

R!左右出现了
$

2$

%

Y=

,

F

&响应峰!

+!-

!

+*-

和
,)->/

R!左右均

出现了
$

2$

%

[

,

F

#

&和
$

2$

%

[

,

F

4

&的响应峰!这是由于三个化合物的簇骨架相同!氢键相同"但是化合物
!

!

&

!

'

的
$

2$

%

[

,

F

&振动响应最强峰分别出现在
+!-

!

+.-

和
+..>/

R!

!这可能由于取代在簇骨架上的
Y=

离

子极性不同!对邻近
[

,

F

键偶极矩产生不同影响"因此通过二维红外光谱!可以很好地对此类同构的稀土

取代钨氧簇的异同点进行分析"

关键词
!

钨氧簇化合物)

39

TT

8=

结构)二维红外相关光谱

中图分类号!

F*.%('

!!

文献标识码!

N

!!!

'NK

!

!-(',*)

"

e

(8$$=(!---O-.,'

#

&-&-

$

-%O&!-)O-*

!

收稿日期!

&-!,O-*O!!

%修订日期!

&-!,O!-O'-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

&!'%!-''

&!中国科学院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

&-!+!-'+*-.&

&资助

!

作者简介!潘英民!

!,,*

年生!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

级本科生
!!

9O/28G

*

!',+)%'*&+

$;;

(>"/

&

通讯联系人
!!

9O/28G

*

?E

>09=

$

:B<(94<(>=

引
!

言

!!

多酸化合物%

E

"G

?

"P"/9D2G2D9$

!

1FI$

&是一类重要的金

属
O

氧簇化合物!通常为前过渡金属在其高氧化态与氧桥联

组成#

!

$

"缺位钨多酸作为一类特殊多酸化合物!因其表面富

氧!配位模式多样!可以被过渡金属%

LI

&或镧系金属%

Y=

&

取代!自组装出结构多样的钨氧簇!钨氧簇在催化!电化学!

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潜力#

&O%

$

"

二维红外相关光谱自
!,+,

年
K$2"H"42

提出以来!在食

品安全分析!中草药成分鉴定!材料结构性能研究等方面得

到广泛应用#

+O,

$

"由于二维红外光谱所使用的光源能量较高!

所能检测的时间间隔小!相对二维红外光谱的时间分辨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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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对来稿英文摘要的要求

!!

来稿英文摘要不符合下列要求者!本刊要求作者重写!这可能要推迟论文发表的时间"

!(

请用符合语法的英文!要求言简意明'确切地论述文章的主要内容!突出创新之处"

&(

应拥有与论文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包括四个要素!即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其中后两个要

素最重要"有时一个句子即可包含前两个要素!例如 2用某种改进的
K61ONCJ

测量了鱼池水样的痕量铅3"

但有些情况下!英文摘要可包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范围!以及具有情报价值的其他重要信息"在结果

部分最好有定量数据!如检测限'相对标准偏差等)结论部分最好指出方法或结果的优点和意义"

'(

句型力求简单!尽量采用被动式!建议经专业英语翻译机构润色!与中文摘要相对应"用
N)

复印

纸单面打印"

)(

摘要不应有引言中出现的内容!换言之!摘要中必须写进的内容应尽量避免在引言中出现"摘要也

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解释和评论!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不用引

文!除非该论文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发表的论文"缩略语'略称'代号!除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地理

解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例如用括号写出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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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