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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分子和分子纳米结构的物理化学研究

”
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白春礼院士主持的
“

单分子和分子纳米结构的物理化学研究
”

创新群体基金研

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

该群体利用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术 ( E C S T M )
,

成功地实现了对固 /液界面手性分

子构型的识别
、

对固体表面手性分子改性剂吸附模式的判定以及高度有序 的杯芳烃 / 6C 0 络合物点 阵的构

筑
.

这些工作不仅为有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技术
,

而且在选择性异相催化
、

手性药物合成及功能性纳米

结构的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 1) E C S T M 对手性分子的识别

利用 E C S T M 实现了在水溶液 中对手性分子绝对构 型的识别
.

在 C u( 1 1 1 )基底上分别观察到手性分子

( R )
一

和 ( )S
一

2
一

苯基
一

丙酸胺 ( gC H n N O
: P P A )的 S T M 图像

,

图像表 明两对映体虽均可以形成具有 ( 4 x 4) 对

称性的吸附层
,

但吸附态分子的结构细节不 同
.

据此
,

可以直接确定对映体分子的绝对构象
,

这一结果成

功地证明了利用工作于溶液环境下的 电化学 ST M 判定吸附于固 /液界面 的手性分子的绝对手性的可能性
,

为此领域研究提供了又一可能的分析手段
,

对进一步研究广泛存在的发生在固体表面或固 /液界面的手性催

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

( 2) E C S T M 对 C u( l 1 1) 基底上辛可尼定分子吸附模式的判定

利用 E C S T M 直接证明了该分子在 C u( 1 1 1) 表面的吸附结构
.

结果表明
:

吸附在 C u( 1 1 )I 基底上的辛可

尼定分子可以形成高度有序
,

具有 ( 4 x 4) 对称性的二维结构
,

分子 中的喳琳环平行于 C u( 1 1 1) 基底
,

位于

该基底 的桥位
,

而唆宁环则翘起朝 向溶液
.

辛可尼定分子在 C u( 1 1 1) 基底上 的这种吸附模式使其具有立体

选择的性能
.

这一结构的发现为进一步探索不对称催化过程的机理提供了重要线索
.

( 3) 高度有序的功能性纳米结构的构筑

利用电化学表面自组装技术
,

系统进行了环 〔4 ]
、

环 〔6」和环「8 〕芳烃纳米结构 的构筑 ; 利用环 〔8」芳烃

及其 6C 0 成功制备了环【8] 芳烃及其 C 60 络合物的阵列
,

并利用电化学扫描隧道显微镜原位揭示了环 【8] 芳

烃的构象和 C 60 在环【8] 芳烃中的位置
.

该研究为制备富勒烯阵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

更为重要的是
,

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
,

有可能在环【8] 芳烃阵列中填充其他功能分子
,

如金属 团簇等
.

这一结果为富勒烯等

功能分子阵列的制备
、

表面可控组装
、

以及纳米信息存储器件的构筑提供 了又一可能性
,

其系列研究成果

已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上
.

上述系列成果的取得充分表明
,

ST M 等先进的表界面分析手段
,

对发生在表面的手性现象以及功能纳

米结构的构筑研究
,

已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
.

可以预见
,

在未来有关单分子物理化学及纳米科学的研究中
,

S T M 仍将发挥其巨大作用
.

(杨俊林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