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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一种含席夫碱结构的表面活性剂为配体，在 #0 1、- +-* 2"345 硼砂缓冲溶液中分别

与 !"# $ 、%&# $ 、!’# $ 、()# $ 络合，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了络合物的吸收光谱，并计算出其

配位稳定常数。实验结果说明：该新型表面活性剂配体具有较强的络合金属离子的能力，并

形成稳定的配合物，其稳定性顺序为：%&# $ 6 !’# $ 6 !"#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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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表面活性剂的研究与应用领域不断的

拓展与深入，一些具有特殊结构的多功能性表面

活性剂相继出现，如：<=2&)& 型表面活性剂、络合

性表面活性剂、可分解性表面活性剂、可聚合性表

面活性剂等［* > ,］。其中络合性表面活性剂越来越

引起人们的兴趣。由于席夫碱具有良好的络合金

属离子的能力、以及其金属配合物具有较好的载

氧、抗菌和摸拟金属酶的催化作用，因此作者将席

夫碱结构引入了表面活性剂分子，合成并报道了

一种含席夫碱结构的可络合性的新型表面活性剂

—双［（# ; 羟基 ; . ; 磺酸钠 ; 0 ; 甲基）苯十二

酮］缩乙二胺［0］。为了进一步探索这种表面活性

剂的功能与应用，作者在本文中利用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测定了其 水 溶 液 与 !"# $ 、%&# $ 、!’# $ 、

()# $ 离子配合后的可见光吸收峰，从而首次计算

出其配合稳定常数。

* 实验

* +* 药品与仪器

醋酸铜、醋酸镍、醋酸钴、醋酸锌等均为分析

纯试剂；表面活性剂（配体 ?）为自制；- + * 2"345
硼砂溶液（#0 1，@A /+ #B）；恒温水浴槽；:08!?C
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 +# 络合物紫外可见光谱的测定

于系列 0- 25 的容量瓶中，依次加入 0 + --
25-+-* 2"345 硼砂缓冲溶液（@A/+ #B）、固定量的

配体工作液和不同量的金属离子溶液，用蒸馏水

稀释至刻度，在 #01恒温水浴槽中保持 0 2&) 后

扫描吸收光谱，并测定适当波长下的吸光度 !。

# 结果与讨论

# +* 配体及其配合物的吸收光谱

本文中采用的表面活性剂是一种含席夫碱结

构的化合物，以此为配体（?）与金属离子形成四

齿配合物的反应如下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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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为表面活性剂配体（"）及其金属离子

（#$% & 、’(% & 、#)% & 、*+% & ）配合物的吸收光谱，可看

出配体最大吸收波长为 ,-. +/，#$% & 、’(% & 、#)% & 、

*+% & 配 合 物 吸 收 光 谱 的 最 大 吸 收 波 长 分 别 为

,0%、,00、,0.、,12 +/，对比度为 ,2 3 -0 +/，说明金

属离子加入后，配位作用的存在使配体分子的共

轭体系发生显著的变化，最大吸收峰显著红移［1］。

图 ! 配体 " 及其分别与

#$% & 、’(% & 、#)% & 、*+% & 配合物的吸光光谱

!"# 4 ! $%& ’(&)*+,(%,*,-&*+") ./’,+(*",0
,1 *%& 2"#.03 .03 "*’’ ),-(2&4&’

% 4% 配合物组成及稳定常数的测定

以测定配体与 #)% & 形成配合物的组成和稳

定常数为例，固定配体浓度，测定不同浓度 #)% &

离子与配体形成配合物后的吸光值（以配体溶液

为参比），得到如图 % 所示的吸收曲线。

图 % 表明：固定 !" 5 !4 6 7 !.8 6 /$9:; 时，随

着 !#)% & 增大，,-. +/ 处配体的吸收峰值降低，而

,0. +/ 处配合物的吸收峰值逐渐增大，曲线 6，2
重叠，说明络合反应达到饱和。曲线 6 的 !#)% & 5
! 46 7 !.8 6 /$9:;，根据 !#)% & < !" 5 ! < !，初步证明

络合物类型为 ! <! 型。

!" 5 !46 7 !.8 6 /$9:;；

空白试剂为参比；=> 5 ?4%0；# 5 %6 @；$ 5 ! A/

!#)% &（ 7 !.8 6 /$9:;）：!，.4,；%，.42；,，.4?；-，!4%；6，!46；2，!40
图 % 配合物的吸收光谱

!"# 4 % $%& ’(&)*+,(%,*,-&*+") ./’,+(*",0 ,1

*%& 56 ),-(2&4 .* 7.+"&3 ),0)&0*+.*",0’ ,1 56% &

为了进一步求算络合物的组成，于 % 种不同

的配体浓度下，分别递加 #)% & 并测定 ,0. +/（配

合物最大吸收波长）的吸光度，绘制 % 8 !#)% & < !"

曲线（图 ,）。曲线转折点约为 ! 4.，由此证实络合

物类型为 ! <! 型。

!#)% & < !"

!，!" 5 !46 7 !.8 6 /$9:;；%，!" 5 %4. 7 !.8 6 /$9:;；

空白试剂为参比；=> 5 ?4%0；# 5 %6 @；$ 5 ! A/
图 , % 8 !#)% & < !" 曲线

!"# 4 , $%& +&2.*",0 /&*8&&0 9/’,+/.0)& .03 !56% & < !"

根据文献［0］方法可知：!5［&"］:［&］［"］’

5（% :"）:（!& 8 % :"）（!" 8 ’ % :"）’，式中 % 为络

合物最大吸收波长处的吸光度，"为摩尔吸光系

数，!& 为金属离子的浓度，!" 为配体浓度，’ 为

络合比。其中"可以由饱和吸光度 %/BC 计算（即

!& D D !" 时，" 5 ’%/BC :!" ），% 由实验测得，’、

!& 和 !" 为已知值，因而可计算不同 !" 下络合

物的稳定常数（表 !）。取各次实验结果的平均

值，9E!5 04 %0，即该铜配合物稳定常数!为 ! 4 ?!
7 !.0。

表 ! 铜配合物稳定常数!的计算值

$./2& ! $%& 7.26& ,1 ’*./"2"*: ),0’*.0* ,1 56 ),-(2&4
!"

（ 7 !.8 6 /$9·;8 !）
%/BC

!#)% &

（ 7 !.8 6 /$9·;8 !）
% 9E!

!46 .42%6 !4, .46-. 04%.
!4- .46-! 04,1

%4. .40%2 !41 .41.1 04%-
!4? .4100 04,.

用以上同样方法可测得表面活性剂与 ’(% & 、

#$% & 、*+% & 配合物的稳定常数（%6 @时）分别为：

! 42% 7 !.!.、6 462 7 !.1、- 406 7 !.2。

, 结论

新型表面活性剂—双［（% 8 羟基 8 , 8 磺酸钠

8 6 8 甲基）苯十二酮］缩乙二胺具有较强的络合

#$% & 、’(% & 、#)% & 、*+% & 离子的能力，形成稳定的配

合物，在 %6 @、. 4 .! /$9:; 硼砂缓冲溶液中其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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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稳定常数!分别为 ! "!# $ %&’、% " #( $ %&%&、% " )%
$ %&*、+ "*! $ %&#。该表面活性剂与金属离子的络

合稳定性顺序为 ,-( . / 01( . / 02( . /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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