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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电子器件、电子线路、信息存储介质等材料科学迅速发展的需要，分子组装磁性材料（分子基磁
体）的研究成为当代科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前沿领域之一。
 本文集收录了作者在此分子基磁性材料的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科研成果，分为三个专题，第一专题：二
维磁性可调配位聚合物；第二专题：自旋双稳分子磁体；第三专题：分子自旋梯磁体。
共计收录了25篇专题学术论文，已全部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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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旋交叉现象的产生是分子间协同作用的结果，自旋交叉体系中的平衡离子，比如，未配位阴离
子是协同效应的来源之一，所以，非配位阴离子能强烈地影响自旋交叉的类型和性质；（d）非配位
溶剂分子的影响。
和非配位阴离子一样，配合物中心离子的配位层外的溶剂分子也能通过影响晶格的变化来达到影响配
合物自旋交叉的性质；（e）同位素效应。
（2）来自物理方面的因素，即外界非化学方面因素产生的影响：（a）试样制备过程的影响。
自旋交叉配合物制备中的反应速率，结晶过程等条件不同，往往会对配合物的自旋交叉性质造成影响
。
Haddad等首次发现，研磨自旋交叉配合物将会导致配合物在低温时具有较高的高自旋成分残留；（b
）压力的影响。
由于高自旋分子比低自旋分子体积要大，所以，可以预料当对自旋交叉配合物施加高压时，配合物将
更容易从高自旋状态转化为低自旋状态。
事实上，许多结果证明了这一点；（c）磁场的影响。
不同自旋状态具有不同的磁学性质，理论上，当外加磁场达到100T或以上时，高、低自旋状态相互转
变温度（相变温度）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实验室里尚无法获得如此强的磁场。
　　6.研究自旋交叉现象的现代測试技术　　自旋交叉现象是分子间各种协同效应相互影响的结果，
因此，当自旋交叉配合物分别处于高、低自旋状态时，不仅中心金属离子的电子结构发生了变化，而
且配体与中心离子之间的配位键键长也会有差别，这些差异同时会影响配体的分子结构（如配体的分
子构象等）。
因此，下列一些现代测试技术是研究自旋交叉现象的有力手段，比如，变温红外光谱、变温拉曼光谱
、变温核磁共振谱、变温EPR波谱，尤其是变温x射线单晶结构的测定，有利于理解自旋交叉过程中的
协同效应。
当很难获得配合物的单晶结构信息时，应用外延x射线精细结构分析（EXRFS）方法分析高、低自旋状
态时配合物中心离子周围的配位环境就显得尤为有效。
对于含铁离子的自旋交叉配合物而言，铁离子在不同自旋状态时穆斯鲍尔谱的同质异能位移和四极矩
分裂都有差异，因此，穆斯鲍尔谱是研究铁系自旋交叉配合物的自旋交叉现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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