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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位电化学－核磁共振（ＥＣ－ＮＭＲ）是一种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原位谱学方法，可以用于微观层次和
分子水平研究电化学吸附、催化的过程和机理。作者综述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各种流动式和静态式液相ＥＣ－
ＮＭＲ联用技术，简要分析了电解池构造以及与ＥＣ－ＮＭＲ装置联用时ＮＭＲ谱线的特征。通过比较几种常用
方法的优缺点，归纳了设计原位ＥＣ－ＮＭＲ联用装置的主要要求。针对电解电极置于 ＮＭＲ谱仪样品检测区
域对磁场均匀性的影响及电解电流引起谱线增宽造成分辨率降低这两个问题，提出从硬件上采用薄膜工作
电极和电解电流平行静磁场的方法加以有效改善；方法上则可采用分子内多量子相干转移、章动回波、核

Ｏｖｅｒｈａｕｓｅｒ效应和分子间多量子相干转移技术来获得不均匀场下的高分辨 ＮＭＲ谱图，并比较分析了它们
的优缺点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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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电化学中，通过改变与电子受体轨道能量相符的电极
费米能级，可以获得固／液界面电场作用下反应分子吸附过
程的热力学和动力学、反应分子的催化反应（氧化、还原）过
程以及与电极表面的相互作用等信息［１，２］。对固／液界面的
研究一般是以电信号（电势、电流）作为激励和检测手段来获
得电极／电解质溶液界面和电极表面的各种平均信息，进而
从宏观上对各种电化学过程进行唯像研究。显然，传统手段
无法从微观上揭示电极表面过程以及电化学的反应机理。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很多常用的谱学技术被引入到电化学原
位（ｉｎ　ｓｉｔｕ）检测研究中，典型的有原位电化学（ＥＣ）－紫外可见
光谱（ＵＶ－Ｖｉｓ）、原位电化学（ＥＣ）－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
ＩＲ）和原位电化学（ＥＣ）－拉曼光谱（Ｒａｍａｎ）等［３－７］。电解过程
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谱线信息的获取，不仅可以从微观上认
识电极表面过程，而且能够从分子水平上揭示电化学反应机
理。

液相电化学（ＥＣ）－核磁共振（ＮＭＲ）联用技术中，电解可
在ＮＭＲ谱仪的样品区域内或附近进行，从而可快速检测电
化学反应过程中生成的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已受到很大关

注［８－１４］。当电解池位于 ＮＭＲ谱仪的样品区域内时，将导致
磁场的均匀性降低，从而引起ＮＭＲ谱的分辨率和灵敏度下
降，极大地局限了ＥＣ－ＮＭＲ联用技术的应用。然而，由于高
分辨ＮＭＲ技术具有能够分辨结构很相似物质的能力，因此
使得ＮＭＲ技术在电化学研究中仍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１５］。

随着ＮＭＲ的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进一步发展，结合设
计出的高性能探头和电解池，以及脉冲梯度场技术和选择激
发技术的优化，液相ＥＣ－ＮＭＲ原位检测技术将得到更广泛
的应用。

１　液相电化学－核磁共振联用装置和特点

１．１　流动式电解池
早期的ＥＣ－ＮＭＲ联用装置采用电解液流动式来设计。

电化学反应在磁体外部进行，随后电解液流至 ＮＭＲ谱仪射
频线圈检测区域内进行检测。此类装置的优点在于：电解过
程快，便于电解液的转移；工作电极处在射频区域外，便于

ＮＭＲ谱仪的调谐。缺点是：所需样品量较大，且电解液需无
氧保存。早在１９７５年，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８］就设计了双电极结构的流
动式电解池，其工作电极由多孔圆柱形覆铂汞柱做基底，置
于管状离子交换膜内，将另一不同直径的铂丝同轴缠绕在膜



外构成对电极。工作电极再经铂丝穿过玻璃管引出，电解液
也通过该玻璃管流入电解池，将流速控制在１ｍＬ·ｍｉｎ－１内
以减少对ＮＭＲ谱线宽度的影响。反应后的电解液经玻璃导
管引入样品检测区域，避免了金属电极置于检测区域对谱线
灵敏度和分辨率的影响。流动式电解池的性能通过２．０×
１０－２　ｍｏｌ·Ｌ－１的二苯基乙二酮在ｐＨ值为１０的碳酸盐缓冲
液（５０％甲醇水比例）中的电解来检测，反应生成的产物为１－
苯基－３－丁酮，ＮＭＲ谱图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反应物到产物
的转化过程。

１．２　静态式电解池
流动式电解池存在诸如所需样品量大、电解液需无氧保

存等一些缺点。１９８７年，Ａｌｂｅｒｔ等［９］分别采用静态式和流动
式电化学电解池进行了ＥＣ－ＮＭＲ联用实验。静态式电解池
反应电极置于ＮＭＲ谱仪样品管内，电化学反应结束后用常
规方式记录谱线。流动式装置中电解液通过泵在电化学反应
回路和置于ＮＭＲ谱仪内的回路中流动，同时利用烧瓶连接
保持两个回路中液体的平衡。ＮＭＲ碳谱具有比氢谱更宽的
化学位移，减少了谱线的重叠，因此，选取适合碳谱分析的

２，４，６－三叔丁基苯酚的甲醇溶液作为反应物。静态式装置
中，由于电极直接置于谱仪检测线圈区域，在纵向上产生梯
度磁场干扰，因此当电化学反应正在进行时谱线无法检测，

电化学反应结束１５ｍｉｎ后，可检测到新的氧化产物的碳谱。

流动式实验通过检测反应物和生成物随时间变化的特征谱
线，从而计算得到动力学常数。

１．３　电极镀膜式电解池
上述方法都难于实时监测电极附近发生的反应，无法细

致分析反应过程中反应物和生成物的变化。１９９０年，Ｍｉｎｃｅｙ
等［１０］首次发现当样品管壁均匀镀上的金属层厚度与该金属
在射频场中的趋肤深度相比足够小的话，就可以利用该金属
镀层作为电极直接置于样品检测区域，而且由于其结构圆周
对称，减少了对待测样品空间磁场均匀性的影响。他们的做
法是，在ＮＭＲ样品管内壁镀上ｎ型Ｓｂ－ＳｎＯ２ 半导体薄层作
为工作电极，并通过石墨塞子作为联接导体连接到水银池中
再与外电路连接，此设计使得样品管旋转时不影响到电路连
接。实验表明：进一步匀场后镀层对灵敏度的影响大约是

１０％，而分辨率几乎不受影响。利用该装置，Ｍｉｎｃｅｙ等成功
监测到了苯醌发生双电子还原反应生成对苯二酚的过程［１０］。

由于反应直接在检测区域进行，相比上述提到的流动式电解
池，具有完全脱气、样品尺寸小、重复利用的优点。该装置
的缺点是电极表面积小、阻抗大、电极电势难以控制，获得
１３　Ｃ　ＮＭＲ谱需要很长时间。

２０００年，Ｐｒｅｎｚｌｅｒ［１２］等同样利用镀层厚度小于趋肤深度
的原理，设计出由三电极和三电解室组成的液相原位 ＥＣ－
ＮＭＲ电解池，如图１所示。电极结构同轴对称，适用于常规

ＮＭＲ谱仪１０ｍｍ探头。外壁镀金的５ｍｍ管作为工作电极，

圆柱形的Ｐｔ网作为对电极放置在５ｍｍ管内，Ａｇ／ＡｇＣｌ参
考电极置于外径２ｍｍ的石英玻璃毛细管中，毛细管穿过两
个上下放置的聚四氟乙烯塞子固定在５ｍｍ样品管中心，对
电极和参考电极在样品旋转时保持静止，整个三电极装置置
于１０ｍｍ样品管中。他们对ＣＨ２Ｃｌ２ 溶液中的二茂铁进行电

解，表明这种圆周对称分布的镀金膜工作电极对 ＮＭＲ信号
的分辨率影响很小，３００ＭＨｚ谱仪 ＨＯＤ谱线的半高宽为

０．９Ｈｚ，接近其理论最佳值０．７Ｈｚ。为了验证该电解池性
能，作者也选用了酸性重水溶液中苯醌生成对苯二酚双电子
的电解反应。每隔１０ｍｉｎ记录的ＮＭＲ谱图反映了两种物质
浓度此消彼长的过程，同时观测到反应４０ｍｉｎ后由于不溶
于水的中间产物半苯醌（Ｃ６Ｈ５Ｏ２）的不规则扩散引起的场不
均匀性造成谱线增宽，但这并不影响对电解反应中两种物质
浓度的监测。

Ｆｉｇ．１　Ｃｏａｘｉａｌ　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ｍｍ　ＮＭＲ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ｕｂｅ

ａ：ＲＥ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ｂｅｌｏｗ　ＷＥ）；ｂ：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　Ｐｔ－ｍｅｓｈ　ＣＥ；ｃ：

Ｐｉｎｈｏｌｅｓ（×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ＣＥ／ＷＥ　ｃｏｍ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ｄ：Ｔｅｆｌｏｎ　ｐｌｕｇｓ；

ｅ：Ｔｕｂｕｌａｒ　ＷＥ（Ａｕ　ｆｉｌｍ　ｏｎ　ｇｌａｓｓ）；ｆ：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ｃｏｉｌｓ［１３］

　　Ｗｅｂｓｔｅｒ［１３］设计的电解池主体是用聚甲醛树酯塑料制
成，尺寸类似常规１０ｍｍ　ＮＭＲ转子，由带Ｏ型圈的盖子密
封。盖上钻有四个孔用于通过联接器连接工作电极，辅助电
极，参考电极及注入液体样品。电解室由放置这三个电极的
玻璃管构成，最外面是外径１０ｍｍ样品管，内置一根外径

７．４９ｍｍ样品管，该管内又放置了一根中空外径６ｍｍ的玻
璃管，内置铂丝作辅助电极，并以多孔玻璃隔膜作为基底，

保证内外溶液联通，而参考电极置于最外层两样品管之间。

工作电极采用电蒸镀方法在７．４９ｍｍ样品管下部分外
壁镀金膜，根据趋肤深度的理论计算及对核磁探头调谐和匀
场的影响，金膜厚度小于１０ｎｍ对线形和灵敏度的影响可近
似忽略。

在无水或有水条件下作者分别检测了９－氯蒽、９－溴蒽电
解还原反应持续不同时间时的 ＮＭＲ谱图，如图２所示。通
过采用氘示踪发现，芳基自由基质子化反应主要是从溶剂中
获取氢。该结论可应用于指导氯代有机污染物通过电化学电
解降解，生成低毒或无毒的芳烃或烷烃类物质，再作为工业
原料回收或通过生物法予以彻底无害化［１６－１８］。

１．４　碳纤维电极电解池
尽管金薄膜电极具有阻抗低、电化学电势窗口宽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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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是，电极表面积小以及阳极电势受到限制依然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最近，Ｋｌｏｄ等［１４］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原位ＥＣ－
ＮＭＲ电解池，该电解池以不产生顺磁信号的２ｍｍ×８μｍ
碳纤维细丝作为工作电极和对电极，参考电极采用细的

ＡｇＣｌ线并置于工作电极附近。碳纤维工作电极和对电极分

Ｆｉｇ．２　５００ＭＨｚ　１　Ｈ　ＮＭ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ｇ）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ＮＭＲ　ｃｅｌ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５ ｍｍｏｌ·Ｌ－１　９－ｃｈｌｏｒｏａｎｔｈｒａ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Ｄ３Ｃ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０．２５ｍｏｌ·Ｌ－１　Ｂｕ４ＮＰＦ６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ａ：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ｓｉｓ；ｂ：７～１２ｍｉｎ；ｃ：１７～２２ｍｉｎ；ｄ：２５～３０
ｍｉｎ；ｅ：４０～４５ｍｉｎ；ｆ：４７～５２ｍｉｎ；ｇ：６０～６５ｍｉｎ；ｈ：２５ｍｍｏｌ·

Ｌ－１　ａｎｔｈｒａｃｅｎｅ　ｉｎ　ＣＤ３ＣＮ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ａ　５ｍｍ－ｏ．ｄ．ＮＭＲ　ｔｕｂｅ［１４］

别被放在内、外直径为１．０５、１．４＋／－０．０５ｍｍ和１．５、２．０
＋／－０．０５ｍｍ的玻璃管内，ＡｇＣｌ参考电极也用聚四氟乙烯
包裹后焊接铜线引出。

　　为了验证该电解池的性能，作者同样以苯醌的电解反应
为例，分别记录了不同ｐＨ值苯醌电解过程中１　Ｈ　ＮＭＲ谱谱
线的变化，实验结果表明，ｐＨ值不同，苯醌的电化学行为表
现出显著的差异。该电极装置特点是，方便简单、电化学势
窗宽，适用于大部分现代化 ＮＭＲ谱仪，且能对不同元素进
行分析。

２　适用的原位电化学－核磁共振联用装置特
点

　　如上所述，液相原位ＥＣ－ＮＭＲ联用装置应具备如下一
些特点。

（１）装置必须方便地在常规的现代化 ＮＭＲ谱仪装置上
装卸，还可以在常规高场ＮＭＲ探头上对连续的电解过程提
供同步原位检测。

（２）三电极的电解过程可在一个分立、同轴的电解池中
进行，并且适用于水溶液和非水溶液，待测溶液体积小，工
作温度范围宽。

（３）旋转样品管时，外层的样品管必须和内层样品管完
全分开才能自由转动，故难以实现隔湿绝氧的环境。不过，

旋转外层样品管不会造成样品溶液流向工作电极，对流和扩
散仍是主要作用。

（４）旋转样品管带来的磁场均匀性改善是有限的，造成
检测区域内磁场不均匀的首要原因是工作电极不均匀，所以
必需通过仔细的匀场才能减弱。而采用圆周对称厚度适当的
金属镀膜作为工作电极对静磁场和射频场稳定性的影响减
小，即使工作电极放置在射频检测区域内，仍能达到很高的
分辨率和灵敏度。此外，采用这样的电解池容易实现与外界
完全隔离，达到绝氧条件。

（５）采用非常细的碳纤维作为工作电极克服了金属薄膜
电极表面积小等缺点，具有方便简单、电化学势窗宽，适用
于大部分现代化ＮＭＲ谱仪，且能对不同元素进行分析等特
点。该联用装置中，仅需要比常规 ＮＭＲ匀场多花一点时间
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匀场条件，信噪比也只是略微地下降。

３　原位电化学－核磁共振联用装置设计中存
在的问题

３．１　电极装置的引入造成磁场的不均匀性
磁场的均匀性取决于检测区域内所有材料磁化率的良好

匹配，且对称分布。电极装置内不同材料磁化率各不一样，

如ＮＭＲ管材质，镀膜用的ＳｎＯ２ 或 Ａｕ的磁化率分别为－
０．８５，－１．９和－２．７５，Ｐｔ是一弱顺磁物质，磁化率为＋２２，

而电解液的磁化率更是各不相同。因此必须设计轴对称的电
极装置结构，以及电解池装置能自动固定在样品腔中心位置
方可显著降低这些不均匀效应。而相对于那些厚的或不规则
的材料，薄的、均匀的导体更适合作为工作电极。Ｐｒｅｎｚ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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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２］比较了Ｐｔ工作电极采用线圈、网状和管状薄镀膜电极
的核磁信号分辨率，发现采用管状薄镀膜电极谱峰半高宽从

８０Ｈｚ降到０．９Ｈｚ。此外，在充分匀场的条件下，电极装置
的引入对磁场均匀性的影响也将更为减小。

３．２　电解电流对磁场均匀性的影响
在前述文献中已经提到因电解电流的引入会导致静磁场

和射频场的不均匀，进而使谱线的分辨率和灵敏度下降。对
此，Ｈｏｌｚ［１９－２２］指出，若电解池内的电流垂直于静磁场Ｈ０，可
通过外加正交线圈来弥补电流引入造成的磁场不均匀，但由
此也会产生显著的热效应。另一种方法是使电解池内工作电
极到对电极的电流平行于静磁场 Ｈ０，这样该电流产生的磁
场方向与静磁场垂直，避免了对谱线宽度有影响的纵向梯度
场的产生。

４　不均匀场高分辨谱ＮＭＲ新技术

　　在通过硬件设备改善磁场不均匀性的同时，人们也在寻
求利用各种脉冲序列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来从不均匀增宽的
谱图中恢复出化学位移等信息，例如参考去卷积、空间编码
和相位校正、基于傅里叶合成的算法、化学位移成像、成像
去卷积、分子内多量子相干（ＭＱＣ）、章动回波、分子间核效
应和分子间 ＭＱＣ等。１９５０年 Ｈａｈｎ首先提出利用脉冲序列
｛９０°－τ～１８０°－τ｝对自旋在不均匀静磁场下散相进行重聚现
象［２３］，即自旋回波（ＳＥ）。上述后四种方法便是基于自旋回
波方法来提高分辨率，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体系和情
况，是研究现代ＮＭＲ高分辨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１　分子内多量子相干转移回波高分辨方法
分子内 ＭＱＣ转移回波高分辨方法中多量子跃迁能级相

干的自旋则可被看作在射频脉冲的作用下通过自旋偶合产生

ＭＱＣ［２４，２５］。产生 ＭＱＣ的自旋磁化矢量以其化学位移的线
性组合频率进行进动。对于 ＭＱＣ转移回波，由于不同量子
阶的化学位移进动频率不同，所形成的回波只对磁场不均匀
性形成的散相进行重聚，而不对化学位移进行重聚，故能提
高分辨率。分子内 ＭＱＣ高分辨方法包括全自旋相干转移回
波谱［２６］和零量子相干方法［２７］。前者首先通过激发与Ｊ耦合
和化学位移不敏感的全自旋相干，在不均匀场下演化一段时
间后，再转化为待研究 ＭＱＣ谱，可消除不均匀磁场影响。

然而，这种方法无法得到孤立核自旋体系的谱线。虽然分辨
率的提高有利于谱线的归属，但信息的损失又限制了该方法
的应用。相比其他阶的 ＭＱＣ，零量子相干对静磁场均匀性
和激发脉冲的相位不敏感，通过设计合适的脉冲序列和简单
的相位循环方法就可弥补其对Ｊ耦合和化学位移的依赖性，
从而获得自旋耦合体系的高分辨谱。

４．２　基于核Ｏｖｅｒｈａｕｓｅｒ效应的高分辨方法
核Ｏｖｅｒｈａｕｓｅｒ效应（ＮＯＥ）是指射频脉冲选择性地对体

系中某一类自旋进行饱和或翻转使其能级布居数发生变化，

而与之产生偶极偶合的自旋体系便受到扰动，在被饱和自旋
通过偶极－偶极交叉弛豫以及其他机理恢复到平衡态过程中，

与之产生偶极偶合的自旋体系信号强度得到增强。偶极－偶
极相互作用是一种短程的直接相互作用，作用距离远小于磁

场不均匀的空间尺度，因此自旋感受到的局部磁场可视为是
均匀的。分子间ＮＯＥ谱适用于相对较小的场不均匀性（通常
不均匀场增宽小于相邻谱峰的化学位移差），得到的ＮＯＥＳＹ
二维谱交叉峰呈л／４角度的条纹状谱线，旋转投影后可获得
高分辨谱。交叉峰强度与交叉弛豫率有关，交叉弛豫率快的
自旋信号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同时，由于信号强度受交叉弛
豫率影响，导致难于定量计算谱峰相对面积等参数，而且交
叉峰的线形也会受长混合时间导致的扩散效应影响变形，限
制了ＮＯＥ方法的应用范围。

４．３　章动回波高分辨方法
当检测对象无法置入磁体时，采用可移动单边（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ｄｅｄ或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磁体检测磁共振信号，这必然带来磁场不
均匀性，章动回波高分辨方法便可应用于这种非原位（ｅｘ　ｓｉ－
ｔｕ）不均匀体系。２００１年，Ｐｉｎｅｓ小组发表了基于章动回波和
频闪式采样的ｅｘ　ｓｉｔｕ－ＮＭＲ高分辨率方法［２８］。利用射频场空
间分布与静磁场不均匀性的线性关系，调整射频脉冲相位，

使得原来由于静磁场不均匀引起的失相得以重聚，结合“频
闪式”采样方法可直接获得一维章动回波高分辨谱。随后，

Ｗｉｍｐｅｒｉｓ小组提出了基于二维章动回波的高分辨方法，该方
法需静磁场和射频场空间不均匀性满足单调相关关系［２９］。

虽然此时二维谱在两维上的投影都表现为不均匀增宽，但射
频场和静磁场不均匀性的单调相关关系使谱峰呈现脊状，如
线性关系时为直线，其他则为曲线，不等价自旋之间的化学
位移能够清楚分开。由此可见，该方法应避免采用延迟采样
方法，而使不均匀展宽只出现在直接检测维。且该方法需要
事先知道静磁场在样品空间的分布，再设计与静磁场匹配的
射频场，当静磁场不均匀分布比较复杂时，设计射频场比较
困难。

４．４　基于分子间多量子相干
在通常情况下，在分子间 ＭＱＣ中分子间双量子相干

（ｉＤＱＣ）和分子间零量子相干（ｉＺＱＣ）产生的信号最强。与分
子内情况相似，ｉＺＱＣ信号由一对方向相反的自旋产生，其
所感受的磁场不均匀度相互抵消，从而在相干距离内磁场的
局部均匀性也使间接检测维上的信号对磁场不均匀性不敏
感。１９９６年，Ｗａｒｒｅｎ小组首先提出了基于二维ｉＺＱＣ实验的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序列［３０］，应用于丙酮与甲乙酮的混合液，

其线宽从８５Ｈｚ减少到４．５Ｈｚ，从而可恢复出多重峰的裂分
模式［图３（ａ）］。后来，Ｌｉｎ等设计出可用于阻抗型磁体谱仪
以消除磁场不均匀性及随时间漂移造成影响的ＣＰＭＧ－ＨＯ－
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序列［３１］，可使线宽从３ｋＨｚ减少到３０Ｈｚ。

Ｃｈｅｎ等提出了基于选择性 脉 冲 的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 序
列［３２－３４］用以克服ｉＺＱＣ高分辨谱出现的很强ｔ１ 噪声和其他的
干扰信号。在不均匀磁场下，甲乙酮与环已烷混合液的氢谱
如图３（ｂ）所示。将谱沿水平方向投影，可以得到高分辨的

１Ｄ谱［图３（ｅ）］，其线宽约为２Ｈｚ，与常规谱图［图３（ｄ）］相
比峰的多重裂分明显。

　　分子间双量子相干也是由一对方向相反的自旋产生，尽
管它对于磁场不均匀性的敏感性是常规单量子信号的两倍，

但由于两自旋在偶极相干距离内感受到的是相同的局部不均
匀场，因此在ｉＤＱＣ二维谱中两维的不均匀增宽具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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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３　ｉＺＱＣ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１０％ ＭＥＫ　ｉｎ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ｉｎ
ａｎ　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ｎｇ（ｃ））

（ａ）：Ｕｓｉｎｇ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　ｐｕｌｓ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ｇ　ＳＥＬ－ＨＯ－
ＭＯＧＥＮＩＺＥＤ　ｐｕｌｓ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Ｎｏｒｍａｌ　１Ｄｓｐｅｃｔｒａ　ｉｎ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ｄ）：Ｎｏｒｍａｌ　１Ｄｓｐｅｃｔｒａ　ｉｎ　ｉｎ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ｅ）：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ｂ）ａｌｏｎｇ　Ｆ１ａｘｉｓ．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ｅａｋ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ｔｓ

性，在谱图中出现的长条谱峰可以通过截面或旋转投影得到
一维高分辨谱。Ｃｈｅｎ等利用ｉＤＱＣ的ＩＤ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ｉｐｏｌａ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ａｌｌ　ｌｉｎｅｓ）脉冲序列在不均匀场下
获得高分辨率ＮＭＲ谱［３５－３７］。相对其他通过微观相互作用的
高分辨方法，ｉＭＱＣ方法具有一个优势，即在投影谱中所有
共振峰的相对峰面积几乎与常规一维谱相同。包括化学位
移、峰的多重裂分模式、耦合常数、相对峰面积等这些常规
一维谱的信息都可以从ｉＭＱＣ谱中得到。ｉＭＱＣ高分辨方法
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低的信噪比，以及产生高极化体系所需
的强磁场，但这一点现代高场强的谱仪可以弥补。

５　结　论

　　国内外学者利用液相ＥＣ－ＮＭＲ联用技术，从分子水平
上揭示电化学反应机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理论探索和方法
应用上都有很多良好的尝试。虽然电解池电极置于 ＮＭＲ谱
仪样品区域内会造成静磁场的均匀性降低，电解电流也会使
静磁场和射频场均匀性降低，从而引起 ＮＭＲ谱的分辨率和
灵敏度的下降，但是，通过硬件设备的设计改进，如采用圆
周对称的电极，外加补偿线圈等办法可以弥补磁场和射频场
的均匀性的降低。更为重要的是，高分辨 ＮＭＲ技术中各种
脉冲序列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如分子内多量
子相干、章动回波、分子间核效应和分子间多量子相干等方
法，以及脉冲梯度场技术和选择激发技术的优化，从不均匀
增宽的谱图中能更好恢复出化学位移等信息，充分发挥

ＮＭＲ技术分辨物质的能力，这使得在与电化学联用研究中
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并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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