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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亚胺二苯并型环状碘嗡盐的合成

‘

涂永强 侯自杰 李裕林 黄文魁
5兰州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 6

二苯并型环状碘铭盐 5结构通式如 6 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化合物
。

近 7 年的研究表

明
,

某些二苯并型环状碘镑盐具有抑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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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辐射及抗心律失常83 一 9〕等生理 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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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较系统地研究这类氮杂环状碘铂盐的性质及其与结构

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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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化合物 9本拟采用由不含碘的原料 Μ用硫酸亚碘酞直接关环的方法合成
,

但未成

功 , 因此改用先碘代再用过二硫酸钾氧化关环的方法合成
4

以化合物 Μ 为原料
,
控制碘

代试剂 /Ε ∀& 。
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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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量及反应时间可分别得到一碘代物 7 及二碘代物 ? 厂Ν 〕
4

将 7 和 ?

本文于 ! ?年 Ν 月Μ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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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Π, 仅列出官能困区的待征吸收峰的波数
,

化合物>
,

一 Μ 的自%/数据中的
,

%
十 , , 4

%
十
分别表示含

扮个
一

,

咚以感
“ ’

ΘΠ 6 原子及二个
’ ,

∀3 5或 Ρ ‘ΘΠ6 原子的分子离子 Σ 化合物 >
4

和 。的% Τ数据中出现的 , ΦΥ 高于分

子量的峰值是其分子在质谱仪中热解的结果〔工 “〕
4

琢

分别在浓硫酸中用过二硫酸钾氧 化关环 〔! 〕, 成功地合成了硝基取代的
一

亚胺二苯并型

环状碘锚盐 9 和 Ν
4

9 和 Ν 通过还原
、

一

酞 化
、

重氮化及卤代等一系列的官能团转换〔 〕,

分别得到氨基 5 !
,

以按盐的形式 6 酞胺基 5> 6及卤素取代的
·

5匀
,

 
,

6
一

亚胺二苯并型

环状碘锡盐
4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反应中
,

分子内的碘勘官能团均未遭受破坏
4

考虑到亚胺基易被氧化
,

曾试图对 7 及 ? 进行乙酚化保护但未成功
4

有趣的是在以

后的一系列反应 中 5见合成路线 6
,

这个未加保护的亚胺基表现出十足的惰性
< 既未被氧

化剂 Γ
<
/

<
∗ ,
氧化

, 又未在强酸介质中5#
<
>  

‘ ,
# ∀& 6形成按盐

4

这显然与空间障碍 5邻

位大的取代基一 &
,

一&
ς

一6及电子效应 5苯环上强吸电子基团扛忆
, 一 − ∗

Ω

的存在 6有关
4

化合物 7≅ 均为新化合物
, 它们的 &,

、 ’
# −% , 及% / 分析数据均与预期的结构相

符
。

5表 6
4

Ν 个环状碘愉盐 59
,

>
,

Ν ≅ 6 均难溶于水和一般的有机溶剂 5醇
丫 酮

、

醚
Δ

苯 6 蔺
4 4

它们在熔化时均分解变黑
4

化合物 7
、

9
、

?
、

了
、

! 遇碱呈棕红色或紫红色
,
而 >

、

牡≅

< 则无此性质
4

该现象及这类化合物其他性质的研究仍在进行之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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