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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炔是碳的同素异形体, 利用聚偏氯乙烯和乙醇钠的均相脱HCl 反应制备碳炔, 并用原位红

外测量装置研究了碳炔的热稳定性。结果表明, 碳炔在室温下比较稳定, 随温度升高稳定性快速降低,高于

220℃后碳炔结构已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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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碳炔( Car byne)是一种超强纤维

[ 1]和常温超导体[ 2] ,并有着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在医学上具有

潜在应用价值 [ 1, 3]。碳炔分子中碳原子以S P 杂化,具有一维线型结构,是碳的同素异形体。碳炔的

合成方法主要有6类
[ 3—5]

:石墨转化法、炔烃的催化缩聚法、电化学法、热分解法、光化学法和聚卤代

乙烯脱卤化氢法。本工作以聚卤代乙烯脱卤化氢法制备碳炔类似物,并用原位红外光谱法研究了碳

炔的热稳定性。

2　实验部分

2. 1　主要试剂和仪器

聚偏氯乙烯( PVDC, 浙江巨化集团公司) ; N , N′-二甲基甲酰胺( DM F, 天津天新精细化工开发

中心) ; M agana-750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美国Nicolet 公司)

2. 2　实验过程

( 1) 将PVDC溶解在DMF 中( 1%—4%, w t%) ,向该溶液中缓慢加入过量乙醇钠,控制反应体

系温度在1—10℃,反应时间为8h。反应结束后使用蒸馏水和丙酮清洗碳炔产物,在室温下真空干燥

后避光保存。

( 2) 取少量碳炔产物与KBr 粉末混合后压片,将此压片放入自制可加热的红外测量装置中,测

定不同温度下的红外光谱。



图 1　样品在线加热装置

1——保温层; 2——加热层;

3——“KBr+ 碳炔”盐片; 4——热电偶。

3　结果与讨论

3. 1　加热装置

碳炔样品的原位红外测试加热装置如图1所示,该装

置由“KBr+ 碳炔”盐片、热电偶、保温层和加热层组成。控

制加热功率, 使升温速度保持在2—3℃/ min。

3. 2　碳炔红外谱图

PVDC 与有机碱在均相体系内发生脱HCl反应生成

碳炔,室温下典型的红外谱如图2所示。

图2( 1)中2110cm- 1吸收峰为C≡C键存在的特征峰。

图 2　人工合成碳炔的红外谱图

1——室温下碳炔红外谱图; 2——温度为 220℃时碳炔红外谱图。

图 3　C≡C 键相对峰面积变化

与温度的关系图

3. 3　碳炔的热稳定性

2110cm
- 1处的吸收峰为C≡C 键的特征峰,峰面积与

其含量具有对应关系。同一样品在不同温度下,该位置的

吸收峰面积的变化可显示出不同温度下碳炔含量的变

化。将室温下的C≡C 键的特征峰面积定为A 0,在升温过

程中某一温度下的峰面积定为A t ,以峰面积比( A t/ A 0)为

纵坐标,温度为横坐标作图,可直观反映出合成碳炔的热

稳定性。如图3所示:

由图3可见,在温度低于50℃时C≡C键的峰面积变

化比较缓慢,表明在常温条件下, 碳炔是比较稳定的; 在

50—200℃之间C≡C键的峰面积变化较快,高于220℃后

C≡C 键的吸收峰几乎消失,表明了合成碳炔是一种热不稳定的物质。

4　结论
合成碳炔是一种热不稳定的物质, C≡C叁键对温度敏感, 因此合成碳炔可望作为中间体而用

于新材料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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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arbyne's Thermal Stability

CHEN Guang-Yu　LU Jia-Chun　HUANG Ping　M A Feng
( N orthw est I nstitute of N uclear Tech nology, X ian 710613, P . R. China)

Abstract　Carbyne is a new carbon allo tr opes based on sp hybridization that contains

alternat ing t riple and single bonds ( l inear carbon allot ropes) . Carbyne w as synthesized w ith

homogeneous dehydro-chlorination o f PVDC. T hermal stability of carbyne was studied by self-

manufacture instantaneous-measure device. T he result show s that carbyne is stabile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car byniod str ucture is disappeared when the temperatur e is higher than 220℃.

Key words　PVDC, Carbyne, FT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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