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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我国的氧基簇合物化学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氧基簇合物化学是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由我国当前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优秀学
者和专家撰写的，旨在反映近年来我国氧基簇合物化学研究进展的一部专著。
氧基簇合物化学主要结合撰稿专家们所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介绍氧基簇化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最
新动态。
在撰写过程中，对所涉及的部分国外同行的工作也进行概述。
全书包括过渡金属-氧簇化学、主族元素（包括主族金属和主族非金属）-氧簇化学、稀土-氧簇化学及
氧基簇合物的理论化学与应用共4篇32章，基本覆盖目前氧基簇合物化学的研究范畴，交叉性强，反映
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现状。
氧基簇合物化学不仅阐明了氧基簇合物化学的科学内涵和学科发展方向，而且也反映了我国学者的学
术水平和我国氧基簇合物化学近年来取得的显著进步。

氧基簇合物化学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从事化学、晶体工程、超分子科学、材料科学及相关专业的
教师、研究生及科研工作者阅读参考，也可作为大学生拓宽知识面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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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22章 稀土一氧簇化学 张漫波杨国昱 （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长沙4l008l；
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福州350002） 22.1稀土一氧团簇的溶液
化学 随着过渡金属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注意到稀土成簇的可能性，稀土多核配合物可通过改
变配体及核聚合度调节金属原子间距，作为一些有实用价值的催化剂的模型。
有关的反应机理也是研究内容，如含铜和钇的配合物可作为超导体的前体材料。
与主族元素相比，稀土多核配合物虽然还很不成熟，但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如三核以上有限长链状
和环状配合物、具有磁交换作用的稀土和过渡金属间的异多核配合物、含稀土—稀土金属键的多核配
合物，都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因此用具有丰富的化学和物理性能的功能性稀土团簇或稀土多核配合物为结构单元来合成一些综合了
土元素、原子团簇及聚合物的性能优势的具有特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化合物，研究它们的结
构与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进而挖掘其潜在的应用，为开发新型的功能性材料奠定基础。
 稀土—氧团簇溶液化学是指在有水溶剂或有机溶剂存在的条件下，将稀土盐、配体按一定的比例溶解
在适当的溶剂中，搅拌、回流、过滤、滤液静置蒸发后得到稀土氧簇的合成化学。
根据软硬酸碱理论，硬酸性质的稀土元素容易与硬碱性质的氧、硫、氯元素结合而分别形成稀土—氧
簇、稀土—硫簇和稀土—卤素簇。
稀土簇中稀土原子间距一般在3.5～3.9A，因而没有强的金属—金属键作用，稀土原子间主要靠桥联原
子通过配位键构筑簇骼。
从几何结构来说，各类稀土簇的骨架基本上都是空间多面体或多面体衍生物，而且多数是全三角面多
面体及其缺顶点或加顶点衍生物（如类立方烷结构的四核稀土—氧簇）。
配体对稀土簇的构筑非常重要，它们一方面加强稀土簇骼的稳定，另一方面满足稀土元素的高配位数
，因此有着丰富含氧官能团的有机化合物是合成稀土簇的首选配体，其中羟基配体和羧基配体是最常
用的两大类配体。
根据含氧配体的种类不同，稀土—氧团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含桥联羟基的稀土—氧团簇和不含桥
联羟基的稀土—氧团簇。
含桥联羟基稀土一氧团簇的外围一般是各类含氧有机配体，在其内部，三桥联羟基对稀土离子紧密连
接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团簇构型需要的情况下，四桥联羟基也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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