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手性识别材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手性识别材料>>

13位ISBN编号：9787030273123

10位ISBN编号：7030273125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袁黎明 科学出版社  (2010-05出版)

作者：袁黎明

页数：2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手性识别材料>>

前言

一个分子，如果不能与其镜像叠合，即分子本身与其镜像不同，则此分子称手性分子。
分子具有的这种性质称之为手性。
手性是生物系统的基本特征，组成蛋白质的天然氨基酸为什么是构型，而天然的糖类大多数为D一构
型？
蛋白质和DNA的螺旋构型为什么是右旋的？
人们也发现海螺的螺纹和缠绕的植物通常也都是右旋的。
研究手性识别的最主要原动力来自于手性药物。
在近2000种常用药物中，有400多种是以外消旋体存在的。
在外消旋体药物中，往往一种立体异构体有药效，而它的镜像分子则具有毒副作用，或具有相反的药
效，或根本就没有药效。
除此之外，手性识别在生命、环境、农药、食品、香料、材料等方面也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手性物质的化学识别需要创造手性环境，手性环境的创造离不开手性材料。
手性识别技术包括萃取、重结晶、色谱、膜分离等多种拆分方法，手性识别材料包括从无机到有机、
从小分子到大分子、从天然到合成等多种类型的物质。
合成是一门艺术，手性识别材料的制备、表征及其应用更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技术。
目前各种商品化的手性分离柱其选择性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手性药物的膜分离生产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但国内外尚无商品手性膜。
很多重要的手性化合物还难于产业化生产，已有手性药物的生产技术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开展新型手性识别材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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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性识别材料》从色谱、膜、萃取、重结晶、电泳、电位传感器以及分子光谱法等角度较深入
、全面地论述了手性识别材料的种类、性能、合成及其应用。
内容包括有机酸、有机碱、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氨基酸、小分子肽、醇、脲、酰胺、三嗪、金属
络合物、配体交换化合物、环糊精、冠醚、杯芳烃、大环抗生素、手性侧链高分子、树枝状化合物、
分子印迹聚合物、人工合成单手螺旋高分子、寡糖、多糖、聚肽、蛋白质、核酸适体等手性识别材料
，重点介绍代表性材料以及代表性的原始文献。
读者可在短时间内系统掌握手性识别材料的概况、重要手性分离材料种类和制备、典型有机合成路线
以及详细的实验操作步骤。
《手性识别材料》是对以前数十年手性识别材料的系统阐述，各章紧密关联，但也相对独立。
全书内容丰富、层次清楚、重点突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该书适用于手性分离、药物化学、不对称合成、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功能材料领域的读者，
也可供有机化学、精细化工、农业、环境等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研究生学习或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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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早期使用的柱材料有聚乙烯、尼龙、金属不锈钢、铜及玻璃等，现在使用最普遍的是石英毛细
管。
常用的毛细管柱的规格为内径250～530gm，长度为15～50m。
根据1989年文献统计，在毛细管中用得最多的固定液是聚甲基硅氧烷、聚甲基苯基硅氧烷、聚三氟丙
基甲基硅氧烷、PEG-20M，因此大部分常规分析任务仅用三支毛细管柱OV-1、PEG.2 0M、OV-210就
能完成。
近年来，一些新的固定液如高分子液晶、高分子冠醚、环糊精衍生物、杯芳烃、离子液体以及高温用
的固定液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
固定相的色谱分离特性常用McReynolds常数来表征。
一个高性能的毛细管柱应该是选择性好、柱效高、对样品不吸附、不反应。
为了改变固定液对原料管内表面的润湿性，多年的经验表明必须对其改性。
其一是化学改性，改造内壁的化学性质，以利于形成一个均匀的膜，并使内表面去活惰性化。
另一则是物理改性，使内壁表面粗糙化，增大其表面积，以使固定液能较均匀地在其上面形成一层膜
。
改性好的空柱子可以进行固定液的涂渍，其分动态和静态两种，目前更多的是静态涂渍法。
动态涂渍法早在1958年就已提出，方法是将要涂渍的固定液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溶液，通常是10％～30
％（质量分数）。
一定量的溶液在气流的推动下，流经要涂的毛细管柱，控制涂渍液的线速度（一般小于1cm／s），待
溶液流出毛细管柱后继续通以小气量的气流使溶剂挥发，待溶剂完全挥发后，在毛细管柱内表面就会
留下一层很薄的液膜。
静态涂渍法是先用涂渍液充满整个要涂渍的柱子，然后将柱子一端封死，另一端在外力作用下使溶剂
挥发，这样在毛细管内壁就留下一层均匀的液膜。
静态涂渍时涂渍液的浓度一般为0.2 ％～2％（体积分数），戈雷的第一根毛细管色谱柱就是采用静态
法制备的。
一般静态涂渍的涂渍效率较高，但它的缺点是费时过长，一根内径2501am、长20m的柱子约需30h。
所以有学者又提出了自由逸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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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手性识别材料》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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