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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羰基金属催化乙炔羰基化反应的研究，发现羰基铁具有合成丙烯酸甲酯的催化活性．并分别考察了
五羰基铁的用量、ＣＯ与Ｃ２Ｈ２的摩尔比、温度、初始压力等因素对反应的影响，进而，对Ｆｅ（ＣＯ）５催化反应的活
性物种进行了推测．结果表明，以甲醇为溶剂，在１４０℃，ＣＯ压力为４．２ＭＰａ、ｎ（Ｆｅ（ＣＯ）５）／ｎ（Ｃ２Ｈ２）＝０．２６条
件下，单一的Ｆｅ（ＣＯ）５能够催化乙炔羰化，丙烯酸甲酯的选择性可达９７％．其中，ｎ（ＣＯ）／ｎ（Ｃ２Ｈ２）值越高，产物
丙烯酸甲酯的选择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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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烯酸是主要的化工产品［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前，以乙炔和一氧化碳为原料的乙炔羰基化法

又称为Ｒｅｐｐｅ反应．Ｒｅｐｐｅ反应是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间由ＢＡＳＦ公司开发的，它曾是工业制备丙烯酸及酯
的重要方法［１］．我国中西部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但
是许多工厂在生产电石过程中由于密闭炉中炉气ＣＯ
的碳排放问题面临着闭厂的危险．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７
年第７０号公告《电石行业准入条件（２００７年修订）》
中明确指出“新建电石生产装置必须采用密闭式电石

炉，电石炉气必须综合利用．鼓励新建电石生产装置
与大型乙炔深加工企业配套建设”［２］．结合我国富煤
少油的国情，以乙炔和闭炉气ＣＯ为原料的乙炔羰基
化法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乙炔羰基化法制备丙烯酸酯的反应为一步反

应，有着良好的原子经济性，也符合现在绿色化学

的要求，反应方程式如下：

Ｃ２Ｈ２＋ＣＯ＋ →ＲＯＨ ＣＨ２＝ＣＨＣＯＯＲ
其中，Ｒ为氢或烷基．此反应经历了化学计量

法、催化法和“高压 Ｒｅｐｐｅ”法［３－５］．其中最早是
Ｒｅｐｐｅ采用Ｎｉ（ＣＯ）４作为催化剂在酸 ＨＸ（Ｘ＝Ｃｌ，
Ｂｒ）存在的条件下催化了反应．此反应由于羰基镍
是一种剧毒物品，沸点比较低（４３℃），容易分解和
挥发，被人体吸收后无法排出，不利于工业大规模

生产，还会严重危害工业人员的健康，劳动保护不

易解决．
类似地，Ｒｅｐｐｅ用毒性相对小的 Ｆｅ（ＣＯ）５或

Ｃｏ２（ＣＯ）８作为催化剂对反应进行了研究，发现用
Ｃｏ２（ＣＯ）８也可以得到相似的结果，但反应条件较
苛刻［１］，而羰基铁不能催化反应［６］．

Ｆｅ（ＣＯ）５相对于其它羰基金属因其简单易得、
成本低廉等诸多优点而激发了人们对 Ｆｅ（ＣＯ）５在
催化领域探索的热情［７］．目前，以Ｆｅ（ＣＯ）５作为催
化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乙烯及烯烃的羰基

化［８－１７］，而用 Ｆｅ（ＣＯ）５催化乙炔羰基化制备丙烯
酸酯的反应并未有相关报道．

一般所用的 Ｎｉ（ＣＯ）４作为催化剂时所需温度
在１８０～２０５℃，Ｃｏ２（ＣＯ）８作为催化剂反应压力需
要达到２１ＭＰａ［１］，我们报道了以 Ｆｅ（ＣＯ）５作为催
化剂，在较温和的条件下（１４０℃，４．２ＭＰａ），通过
乙炔羰化合成丙烯酸甲酯（ＭＡ），其选择性可达到
９７％．

１实验部分
１．１主要试剂

高纯乙炔（＞９９．９９％）、一氧化碳（＞９９．９％）；
甲醇、对苯二酚、对苯二醌均为分析纯；Ｆｅ（ＣＯ）５、
Ｆｅ２（ＣＯ）９、Ｗ（ＣＯ）６、Ｃｒ（ＣＯ）６、Ｒｕ３（ＣＯ）１２、
Ｍｏ（ＣＯ）６均为课题组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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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实验方法
将溶剂甲醇（同为反应物）、催化剂、阻聚剂对

苯二酚加入容积为７５ｍＬ的不锈钢高压反应釜中，
闭釜经乙炔置换空气后充入一定量的 Ｃ２Ｈ２和 ＣＯ．
然后将反应油浴中加热搅拌一定时间，反应结束后

冷却至室温．对反应结束后釜内气体和釜内液体进
行定性定量分析．
１．３分析方法

釜内气体用岛津 ＧＣ９Ａ进行了定性分析和定
量分析，色谱柱为 ｐｒｏｐａｒｋＱ，检测器为热导检测器
（ＴＣＤ）．操作条件：柱温１２０℃，汽化温度１５０℃，
检测器温度１３０℃，桥流１７０ｍＡ．采用外标法，制
作了乙炔的标准浓度曲线．

釜内产物通过 ＧＣＭＳ（７８９０Ａ ／５９７５Ｃ，Ａｇｉ
ｌｅｎｔ）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ＧＣＭＳ色谱柱型号为
安捷伦 １９０９１Ｓ４３３，检测器为氢焰离子化检测器
（ＦＩＤ），以Ｈｅ为载气柱温５０℃保持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
内升到１８０℃，分流比为２００∶１，进样量为１μＬ．
以丙酮为内标进行定量分析．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不同羰基金属催化乙炔羰化反应

首先，在一定的条件下，考察了不同的羰基金

属对乙炔羰基化合成丙烯酸酯的催化活性，其反应

结果见表１．

表１羰基金属催化反应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ｍｅｔａｌｓ

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ｍｅｔａｌ Ｍ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ＣＯ）６ －

Ｍｏ（ＣＯ）６ 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ｒ（ＣＯ）６ －

Ｒｕ３（ＣＯ）１２ １，１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ｅｔｈａｎｅ

Ｆｅ（ＣＯ）５ ＭＡ

Ｆｅ２（ＣＯ）９ ＭＡ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４０℃，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４．２ＭＰａ，６ｈ

从表１中可以得出，以 Ｍ（ＣＯ）６（Ｍ＝Ｃｒ，Ｗ）
作为催化剂时，在所选择的反应条件下没有任何产

物生成．而以Ｍｏ（ＣＯ）６和Ｒｕ３（ＣＯ）１２作催化剂时，
分别得到了产物苯和１，１二甲氧基乙烷并没有目

标产物丙烯酸甲酯生成（ＭＡ）．但在以Ｆｅ（ＣＯ）５和
Ｆｅ２（ＣＯ）９作为催化剂时，生成了目标产物丙烯酸
甲酯．这一结果说明羰基铁可以催化羰化乙炔制备
丙烯酸甲酯．
２．２　Ｆｅ（ＣＯ）５和Ｆｅ２（ＣＯ）９催化性能比较

在相同条件下，对Ｆｅ（ＣＯ）５和Ｆｅ２（ＣＯ）９的催
化活性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Ｆｅ（ＣＯ）５和Ｆｅ２（ＣＯ）９催化性能对比
Ｔａｂｌｅ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ＣＯ）５ａｎｄＦｅ２（ＣＯ）９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ｎ（Ｆｅ）
／ｍｍｏＬ

Ｓ（ＭＡ）
／％

Ｘ（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
／％

Ｆｅ（ＣＯ）５ ７ ９２．６ ９．２
Ｆｅ２（ＣＯ）９ ７ ７２．４ １９．９
Ｆｅ（ＣＯ）５ １１ ９３．５ １６．８
Ｆｅ２（ＣＯ）９ １１ ３８．６ ９６．１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４０℃，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４．２ＭＰａ，６ｈ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具有相同物质量的 Ｆｅ时，
Ｆｅ（ＣＯ）５的选择性高于 Ｆｅ２（ＣＯ）９，而 Ｆｅ２（ＣＯ）９的
催化活性却高于 Ｆｅ（ＣＯ）５．可能的原因是气体中
的ＣＯ与 Ｆｅ（ＣＯ）５的交换反应速率高于 ＣＯ与
Ｆｅ２（ＣＯ）９的交换反应速率．Ｆｅ２（ＣＯ）９作为催化剂在
加热过程中容易使Ｆｅ—Ｆｅ键断裂而形成多种活性物
种，引起了多种产物的生成．
２．３Ｆｅ（ＣＯ）５用量对反应的影响

由表２结果看出 Ｆｅ（ＣＯ）５的用量对 ＭＡ的选
择性以及对 Ｃ２Ｈ２的转化率都有影响，因此，进一
步考察了 Ｆｅ（ＣＯ）５催化剂的用量对反应的影响，
其结果如图１．
　　由如图１所示，乙炔的转化率随着催化剂用量
的增加而增加，可能的原因是 Ｆｅ（ＣＯ）５在反应条
件下，分解形成一种有活性的物种，该物种稳定存

在的几率较小，导致其寿命较短，因此增加

Ｆｅ（ＣＯ）５的含量相当于增加催化剂活性物种，所以
Ｃ２Ｈ２的转化率有所提升；而 ＭＡ选择性变化不明
显，所得结果均大于９２．５％，其中副产物为 ＭＡ和
甲醇的加成得到的 ３甲氧基丙酸酯，说明了
Ｆｅ（ＣＯ）５形成的活性物种结构较为一致，所以形成
的产 物 选 择 性 较 高．当 ｎ（Ｆｅ）＝１４ｍｍｏｌ，
ｎ（Ｆｅ（ＣＯ）５）／ｎ（Ｃ２Ｈ２）＝０．２６时，ＭＡ的选择性可
达到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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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Ｆｅ（ＣＯ）５用量对乙炔羰基化反应的影响

Ｆｉｇ．１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Ｆｅ（ＣＯ）５ｏｎ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１４０℃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４．２ＭＰａ，６ｈ

２．４初始压力对反应的影响
在相同条件下，改变反应初始压力，所得结果

如图２．

图２不同初始压力下转化率和选择性的变化
Ｆｉｇ．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初始压力对产物 ＭＡ的选
择性几乎没有影响，但乙炔的转化率随着初始压力

的升高，先增大后降低．当压力为４．２ＭＰａ时，得
到了１７．８％的乙炔转化率．可能的原因是ＣＯ压力
过低，羰基铁在反应条件下很快分解成没有活性的

物种，当反应压力过高时，Ｆｅ（ＣＯ）５相对稳定而不
容易分解，因此活性也就相对较低，实验结果说明

催化剂活性物种有可能是 Ｆｅ（ＣＯ）５分解形成的一
种过渡态．进一步的说明解释见２．７．

２．５温度对选择性的影响
在相同条件下，乙炔的转化率和 ＭＡ随着温度

的变化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反应温度对选择性的影响
Ｆｉｇ．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Ｓｅｌｅ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ＭＡ

　　ＭＡ选择性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大
于１７０℃时选择性急速下降；ＭＡ收率随着温度的
升高，先增大后减小，在 １７０℃时得到了最大值
６８％．ＭＡ的选择性和收率在大于１７０℃时均迅速
下降，是由于反应中发生了副反应，如甲醇和 ＭＡ
的加成产物３甲氧基丙酸酯以及丙烯酸甲酯的自
聚反应．
２．６ＣＯ的作用及ＣＯ和Ｃ２Ｈ２摩尔比对反应的影响

在乙炔羰化反应化学计量法中，由 Ｎｉ（ＣＯ）４
提供了羰基源，催化法和“高压Ｒｅｐｐｅ”法是由通入
的ＣＯ提供羰基源从而减少了 Ｎｉ（ＣＯ）４的用量．
Ｆｅ（ＣＯ）５作为催化剂也可以提供羰基源，用 Ｎ２代
替ＣＯ对反应进行了考察，经ＧＣＭＳ测试，没有目
标产物ＭＡ的生成．因此，此反应必须在 ＣＯ存在
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乙炔羰基化制备丙烯酸酯的反应 ＣＯ和 Ｃ２Ｈ２
是按照１∶１的比例进行反应的，反应中Ｃ２Ｈ２含量
大时，ＧＣＭＳ检测出的反应液中 ＭＡ选择性较低．
在相同条件下，通过改变进料时 ＣＯ和 Ｃ２Ｈ２的摩
尔比对产物的选择性进行了考察，反应结果如图４．
　　由图４数据所示，当 ＣＯ含量少而乙炔过量时
（ｎ（ＣＯ）／ｎ（Ｃ２Ｈ２）＜１），ＭＡ选择性较低，产生了大
量的１，１，１三甲氧基乙烷．相对于相同浓度的活性
中心而言体系中较低浓度的一氧化碳使乙炔和甲醇

易与活性中心结合．从而降低了 ＭＡ的选择性．当
ｎ（ＣＯ）／ｎ（Ｃ２Ｈ２）＞１．３时，ＭＡ的选择性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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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Ｏ用量对乙炔羰基化反应的影响
Ｆｉｇ．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ＣＯｏｎｔｈｅ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ｎ（Ｆｅ）＝１４ｍｍｏｌ，１４０℃，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４．２ＭＰａ，６ｈ

９２％，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因此，ＣＯ和 Ｃ２Ｈ２摩尔
比大于１．３有利于乙炔向丙烯酸甲酯的转化．
２．７　Ｆｅ（ＣＯ）５催化活性中心的推测

在用羰基铁作为催化剂时，反应结束后反应釜

中有少量的黑色粉末．羰基金属易于分解，乙炔也
容易在高压下裂解，黑色粉末不溶于水并完全溶解

于稀盐酸中得到透亮的橙黄色溶液从而认定此黑色

粉末为羰基铁分解得到的铁粉．用一定量的羰基铁
粉催化反应，并没有得到目标产物 ＭＡ．反应可能
是在羰基铁分解过程中产生了催化活性中心．

当采用Ｆｅ（ＣＯ）５和Ｆｅ２（ＣＯ）９作为催化剂进行
反应时，发现用 Ｆｅ２（ＣＯ）９作催化剂时，反应压力
整体偏低．反应过程的压力变化如下图５．
　　如图５所示，用Ｆｅ（ＣＯ）５作为催化剂，压力先
快速上升到６．５ＭＰａ，在７０ｍｉｎ时达到最高压力，

图５Ｆｅ（ＣＯ）５和Ｆｅ２（ＣＯ）９反应压力变化图

Ｆｉｇ．５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
Ｆｅ（ＣＯ）５ａｎｄＦｅ２（ＣＯ）９

并维持一段时间后又缓慢下降；而Ｆｅ２（ＣＯ）９作为

催化剂时，在反应 ２５ｍｉｎ时则压力达到最高
５．０ＭＰａ，随后压力迅速下降．这是由于反应加热
时，体系内的溶剂汽化和催化剂的分解使得反应压

力逐渐上升．之后随着反应的进行，压力逐渐降
低．而用 Ｆｅ２（ＣＯ）９作催化剂时，整体压力变化都
低于Ｆｅ（ＣＯ）５，这是由于Ｆｅ２（ＣＯ）９中的Ｆｅ—Ｆｅ键
不稳定，在温度略高的条件下易于分解为Ｆｅ（ＣＯ）５
和Ｆｅ（ＣＯ）４，反应方程式如下：

Ｆｅ２（ＣＯ） →９ Ｆｅ（ＣＯ）５＋Ｆｅ（ＣＯ）４
从曲线上可以看出，相对于Ｆｅ（ＣＯ）５而言，用

Ｆｅ２（ＣＯ）９作为催化剂时反应在一个较低的压力下
便可以发生，压力迅速下降意味着反应的快速进

行．说明催化剂活性物种是 Ｆｅ（ＣＯ）５分解形成的
一种含有空位的羰基铁．

在ＣＯ气氛中，较低的温度和较高的压力都会
抑制Ｆｅ（ＣＯ）５中羰基的解离，为了验证此推测，选
取了温度压力实验（图２、图３）中的３组实验进行
对比，如表３．

表３Ｆｅ（ＣＯ）５和Ｆｅ２（ＣＯ）９催化性能对比
Ｔａｂｌｅ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ＣＯ）５ａｎｄＦｅ２（ＣＯ）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Ｐａ Ｓ（ＭＡ）／％ Ｘ（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

１４０ ４．２ ９７ １７．８

１１０ ４．２ ～１００ ～０

１４０ ５．７ ～１００ １．９

００１ 　　　　　　　　　　　　　　分　　子　　催　　化　　　　　　　　　　　　　　　　　　　　　第２９卷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１１０℃时，几乎没有丙烯
酸甲酯的生成．反应结束后，釜内液体为透亮的黄
色液体，没有黑色粉末的出现说明没有 Ｆｅ（ＣＯ）５
的分解，因此，羰基铁不分解则没有产物 ＭＡ的生
成．另外，在高压５．７ＭＰａ时，乙炔转化率大幅度
降低（＜２％）．在抑制 Ｆｅ（ＣＯ）５分解的条件下，也
抑制了乙炔的羰化反应．Ｆｅ（ＣＯ）５在催化乙炔羰基
化反应中，存在如下化学平衡：

Ｆｅ（ＣＯ）５ 幑 幐帯帯　 Ｆｅ（ＣＯ）４＋ＣＯ

Ｆｅ（ＣＯ）４ 幑 幐帯帯　 Ｆｅ（ＣＯ）３＋ＣＯ

　…… 幑 幐帯帯　 Ｆｅ＋ＣＯ
结合图２，当 ＣＯ的压力较低时，Ｆｅ（ＣＯ）５发

生了一个平衡向右移动的反应，以至于反应后在反

应釜底部出现了黑色的铁，因此压力较低时不利于

Ｆｅ（ＣＯ）５分解产生的空位的稳定存在，即活性位很
快消失．而当压力较高时，不利于Ｆｅ（ＣＯ）５分解产
生空位，反应过程中多数 Ｆｅ（ＣＯ）５仍以分子态存
在，只有少量的有空位的羰基铁存在，所以，可以

推测羰基离解得到的Ｆｅ（ＣＯ）ｘ（ｘ＝１～４）为催化活
性中心．

３结论和展望
我们在一个简单反应体系中证实了 Ｆｅ（ＣＯ）５

可以催化羰化乙炔制备丙烯酸酯，并且目标产物丙

烯酸甲酯（ＭＡ）的选择性达到了９７％．Ｆｅ（ＣＯ）５羰
基解离后得到的过渡态为此反应的催化活性物种．

羰基金属中的金属原子具有着零价态、高活性

的特点．如果能通过配体以及反应条件的探索将羰
基金属的羰基稳定在解离和结合间的平衡状态，必

定对羰基铁催化反应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　ａ．ＨｅＲｅｎ（何 仁），ＴａｏＸｉａｏｃｈｕｎ（陶晓春），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ｇｕｏ（张兆国）．Ｍ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金属有
机化学）［Ｍ］．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０：
２１９－２２４．
ｂ．ＬｉＳＭ，ＳｈａｏＨ，ＸｕＬ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Ｎｂ，Ｂｄｏ
ｐｉｎｇｏｎＭｏＶ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ｏｎｅｓｔｅ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ｐｙｄｅｎｅｔｏａｃｒｙｌｒｅａｃｉｄ［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
子催化），２０１４，２８（２）：１３２－１３９．
ｃ．ＬｉＪＱ，ＹｉｎＤＬ，ＹａｎｇＦＬ，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ｐｏｌｙｃｉｄ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ｒ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ｍｅｔｈａｃｒｙ
ｌａｔｅｏ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ｙｎｅｒｇｉｃ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ｎｄＭｏ［Ｊ］．Ｊ

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３，２７（５）：４３９－
４４４．
ｄ．ＬｉＳＭ，ＳｈｉＱＦ，ＸｕＬＬ，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ＭｏＶＴｅＮｂ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ｎｄｉｔｓ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
化），２０１５，２９（１）：９－１８．

［２］　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石行业准
入条件（２００７年修订）［Ｚ］．２００７１０１２．
ｂ．ＳｈａｏＺＦ，ＬｉＣ，ＬｉａｎｇＣＨ．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ｄＦｅｃａ
ｔａｌｙｓｔｓｖｉａｇａｌｖａｎｉｃ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ａｔａｌｙ
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
（分子催化），２０１４，２８（１）：４７－５３．
ｃ．ＳｏｎｇＸ，Ｃｈｅ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Ｐ，ｅｔａｌ．Ｃｙｃｌｏｔｒｉ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ａｌｋｙｎｅ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ｂｉ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ｌｉｇａｎｄｓ［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４，２８（２）：１２６－１３１．
ｄ．ＺｈａｏＰＪ，ＷａｎｇＦＭ，ＣａｉＷ Ｆ，ｅｔ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ｕｂａｓ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４，
２８（３）：２５９－２６７．
ｅ．ＳｕｎＳＪ，ＢａｏＹＳ，ＢａｏＺ．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ｈｏｍｏ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ａｌｋｙ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ｃｏｐｐｅｒ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ＪＭｏｌ
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３，２７（６）：５８５－５９３．

［３］　ＤａｋｌｉＩ，ＣｏｒｓｉＬ．ＵＳ［Ｐ］，２，８８１，２０５，１９５９．
［４］　ＬａｕｔｅｎｓｃｈｌａｇｅｒＨ，ＨｅｒｂｅｒｔＦｒｉｅｄｅｒｉｃｈ．ＵＳ［Ｐ］，２，８８６，

５９１，１９５９．
［５］　ＹｉｎｇＹｕａｎｑｉ（殷元骐）．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Ｏｘ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羰基合成化学）［Ｍ］．Ｂｅｉｊｉｎｇ（北京）：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Ｐｒｅｓｓ（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　ＣｏｐｅｎｈａｖｅｒＪＷ，ＢｉｇｅｌｏｗＭＨ．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
Ｍｏｎｏｘｉｄ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１９４９．

［７］　ＹｕＬｏｎｇ（于 龙），ＬｖＺｈｉｆｅｎｇ（吕志凤），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
（宋承立），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ｘｏ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ｐｅｎｔａ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ｉｒｏｎ（五羰基铁催化羰化反应的研究进
展）［Ｊ］．ＪＭｏｌＣａｔａｌ（Ｃｈｉｎａ）（分子催化），２０１２，２６
（３）：２８４－２９０．

［８］　ＧｉａｎＨＦ，ＴｏｎｇＳ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ｃｅｓｏｆａｒｓｅｎｉｃｉｎ
ｗａｔｅｒｂｙａｒｓ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Ａｎａｌ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１９７７，８９（１）：１５１－１５６．

［９］　ＢａｒｂｏｒａｋＪＣ，ＣａｎｎＫ．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ｂｉ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ｐｐ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ｈｙｄｒｏｆｏｒｍｙ
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Ｊ］．Ｏｒｇａｎ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ｓ，１９８２，１（１２）：
１７２６－１７２８．

［１０］ＨａｌｐｅｒｎＪ．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
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ｉｔ，１９８５，２４（４）：２７４－２８２．

［１１］ＸｕＳｈｉｓｈｕ（徐世书）．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０１第２期　　　　　　　　　　　　　　　　刘　蕊等：羰基铁催化乙炔羰化合成丙烯酸甲酯的研究



ｏｆｐｅｎ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ｉｒｏｎ（铁五配位羰基化合物的研究）
［Ｊ］．Ｊ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琼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４，３９
（１）：１８９－１９２．

［１２］ＰｅｒｉａｓａｍｙＭ，ＢｅｅｓｕＭ，ＲａｊＤ Ｓ．Ａ 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ｃｙｃｌｏｂｕｔｅｎｅｄｉｏｎｅｓ
ｆｒｏｍａｌｋｙ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ｎｅｗＦｅ（ＣＯ）５／ＮａＨ／ＭｅＩ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ｙｓ
ｔｅｍ ［Ｊ］．ＪＯｒｇａｎｏｍｅｔＣｈｅｍ，２００８，６９３（１７）：
２８４３－２８４６．

［１３］ＰｅｒｉａｓａｍｙＭ，ＭｕｋｋａｎｔｉＡ，ＲａｊＤＳ．Ｎｏｖｅ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ａｃｙｌｏｘｙｆｅｒｒｏ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ｆｒｏｍａｌｋｙ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ｔｏｃｙｃｌｏｂｕｔｅｎｅｄｉｏｎｅｓ［Ｊ］．Ｏｒｇａｎ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ｓ，２００４，
２３（３）：６１９－６２１．

［１４］ＰｅａｒｓｏｎＪ，ＣｏｏｋｅＪ，ＴａｋａｔｓＪ，ｅｔａｌ．Ａｌｋｙｎｅｌｉｇａｎｄｅｎ
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ｏｓ

ｍｉｕｍ，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ａｎｄｉｒ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
Ｓｏｃ，１９９８，１２０（７）：１４３４－１４４０．

［１５］ＭａｔｈｕｒＰ，ＡｖａｓａｒｅＶＤ，ＭｏｂｉｎＳＭ．Ｉｒｏｎｐｅｎｔａｃａｒｂｏｎｙｌ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ｏｕｔｅｔｏ２，５ａｎｄ２，６ｄｉｖｉｎｙｌｓｕｂ
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ｌ，４ｂｅｎｚｏｑｕｉｎｏｎｅｓｆｒｏｍ１ｅｎｅ３ｙｎｅｓ［Ｊ］．Ｔｅｔ
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２００８，６４（３７）：８９４３－８９４６．

［１６］ＭａｔｈｕｒＰ，ＪｏｓｈｉＲＫ，ＪｈａＢ，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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