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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哇西林钠与斓离子
、

= ∃ > 之间的作用研究

黄淑萍 郭志鹏 钞建宾�

�山西大学现代化学研究所 太原市坞城路  ! 号 。 。。。! ∀

摘 要 共沉淀法制得抓哇西林钠与翎离子的固体配合物
,

并对其进行了红外
,

荧光
,

核磁共振等研

究
,

确定了该配合物的配位点并探讨了配位机理
。

同时进一步研究了该配合物与 # ∃ % 形成三元配合物的

荧光特性
。

研究结果发现
&

配合物的荧光发射峰强度随着 # ∃ % 的加人而逐渐减小
,

而后随着 # ∃ % 浓度的

继续增大
,

发射峰又增高
,

说明此配合物与 # ∃ % 可能是先嵌人结合
,

而后伴随有静电结合
,

配合物在 # ∃ %

分子表面进行长距离自组装
。

研究证明所合成的配合物能够与 # ∃ % 作用
,

可作为 # ∃ % 的荧光探针
∋

关健词 抓哇西林钠
,

脱氧核搪核酸
,

配合物
,

荧光光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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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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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稀土药物配合物选择性分子探针制备和应用是目前生命科学和临床诊断应用中很活跃的研究

领域 .+/
。

近几年来
,

国内外陆续报道了稀土化合物可治疗糖尿病
,

血栓
,

癌症等疾病
,

因此这类探针

的开发对人类认识癌症及诊断早期癌变非常重要
。

氯哇西林钠是一种半合成的异昭哇类抗生素
,

它对能产生 户内酞胺酶的革兰阳性菌感染是一

种酶抑制剂
。

从而可用于保护氨节西林不被 户内酸胺破坏
。

临床上治疗败血症
,

呼吸道感染
,

脑膜

炎
,

软组织感染等
。

脱氧核糖核酸 � # ∃ % ∀是所有生物的基本遗传物质
,

许多分子能与 # ∃ % 分子发生相互作用
,

进

而影响 # ∃ % 的复制 .0∋ ’〕
。

抗菌药物与核酸反映的机理对于了解核酸生物反应历程
,

临床医学研究

及核酸的分析测定均有重要意义
。

近年研究表明
,

抗菌药物与细菌 # ∃ % 分子间的结合可能受到介质离子强度等因素的影响
。

人

们对金属在药物与 # ∃ % 结合中所起的作用虽有研究 .,∋ 1〕,

但多是从药理学的角度进行的
,

由于荧

光光谱法具有高灵敏度和较好的选择性
,

被广泛地用于生物样品
,

环境物质的分析
,

因此本文采用

荧光光谱法研究了三元混配物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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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 红外光谱仪
,

Χ Δ∗ 压片法
,

分辨率 Ε: Φ
,

扫描次数 ∀ 次
‘

瑞士 Δ∗ )Γ
2 ∗ = ≅ Η # ,, 超 导核磁共振谱仪

,

以重 水 = Ε
4 为溶剂

,

Ι ∃ ϑ ≅ 谱宽 % Κ99 Φ
,

窗 函数

∃ ΛΜ
,

=  
,

Κ Κ Ν / ∃ϑ ≅ 谱宽 # , , ΟΟ Φ
,

Π ϑ
,

=  
,

%, Κ 。

试剂
Θ

抓哇西林钠Λ山西博康药业有限公司 Μ Ν <∋ /%
# Ν

缓冲溶液的配制
Θ

取 ∃ ∋ > 。 ·

#Ι
Ε
4 固体 %, ,Ρ 于烧杯中

,

加人 −Φ � .?
&

的冰醋酸溶液 ΛΙ > 。 Μ

%# Φ <
,

充分搅拌
,

移至 Κ ,, Φ < 的容量瓶中
,

用去离子水定容
, Ο Ι 6 Κ

!

−
。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

实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

小牛胸腺 = ∃ > Λ华美生物工程公司北京分工司 Μ纯度人−, .人 Β, 为 %
!

Β一 ∀
!

,
,

取适量 = ∃ > 溶液

于 。
!

 Φ �7 . < ∃ ∋ /? 溶液中
,

用时稀释至的浓度为 ,
!

,∀ Φ � . <
,

计算 = ∃ > 的浓度
。

∀
!

∀ 实验方法

Λ%Μ 准确称取 ,
!

, ∀ ∀ #Ρ 氯哇西林钠于烧杯中
,

加水溶解
,

搅拌
,

然后移至 Κ, Φ < 容量瓶中加水

定容
,

配成  Σ %,
一 #

Φ�  . < 溶液
。

Λ∀Μ 准确称取 ,
!

, ∀ ΑΚΡ < ∋/%
#

于烧杯中
,

加水溶解
,

搅拌
,

然后移至 %,, Φ < 容量瓶中加水定容
,

配成 % Η % ,
一 ’
Φ �  . < 溶液

。

Λ#Μ 固体配合物的合成

称取适量的抓哇西林钠于烧杯中
,

加适量的水搅拌使其溶解
,

然后加相应的 < ∋ /?
,

水溶液
,

可

以看到即刻生成白色的絮状物
。

然后用搅拌器搅拌
,

放置至沉淀生成
,

抽滤
,

反复用水洗
,

干燥滤饼
,

得到白色粉末状固体
,

保存在培养皿中待用
。

∀
!

# 红外光谱的测定

利用 Χ Δ ∗ 压片法取约 %一ΕΦ Τ 固体试样
,

加人约 %, , 倍的 ΧΔ∗ 粉末
,

在玛瑙研钵中研磨
,

充分

研细混匀后Λ粒度小于 ∀拌Φ Μ
,

装人专用的压片模具中压片
,

当压片机的指示压力在 Υ
!

Κ一Β
!

, 吨时

停止压片
,

ΕΦ 1( 后将压好的半透明的薄片小心移到夹片中
,

上机扫描测绘图谱
,

如图 % 和 ∀ Θ

Α,, ,,
,‘

诵史�僻划明

波数疏� “

图  氛哇西林钠的 !∀ 光谱

比较图 # 和 ∃
,

可见配合物的红外谱图发生了几处明显的变化 %配体中与波数为 ∃ &  ∋
(

)∗ + 飞一 ‘

和

∃ ∃ ∋  
(

,∗ �
一 ’

两尖峰有关的仲酞胺中的 −一. 伸缩振动在配合物中合并为一宽峰
,

而欺酸根离子的

眼
。

等峰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偏移且强度明显减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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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占,/

子 ’1核酸作用导致强烈的共振光谱
,

意味着有机分子

在核酸表面进行堆积
,

形成一种超螺旋结构
。

其原因是

氯坐西林钠与 2 3 , 4 配合物与 5 − 6 发生了嵌人的作用
,

而当 5 − 6 的浓度继续增大
,

荧光强度开始增大
,

说明

随着 5 − 6 浓度的升高
,

除了有嵌人的作用还伴随着静

电作用
,

高浓度的 5 − 6 存在下
,

静 电逐渐增强
,

2 3 , 4 配

合物在 5 − 6 表面分子发生距离自组装
,

可以推断 !
团

37 4

配 台物与 5 − 6 作用可能经历了由嵌人到聚集的变化
。

杨频等人认为可能是由于 5 − 6 分子对配合物的吸附

作 用
,

而引起配合物分子中荧光生色团周 围环境极性

的改变
,

导致荧光增强田
。

2 3 , 十
与氯哇西林钠的配合物

可作为荧光探针
,

并有待深人的研究
。

图 ∃ 2 3 ∃4 络合物与 5 − 6 的荧光光谱

 一 & 分别为 5 − 6 加人量 8 � 2 9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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