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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液体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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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传统表面活性剂在溶液中的表面活性，合成了以亚甲基链为联接基团、具有对称结构的系列双子咪唑
离子液体型表面活性剂．对目标产物结构进行核磁共振氢谱表征．测定了２５℃下双子咪唑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的表面张力．结果表明：合成的系列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均为目标产物；在联接基团长度一定的情况下，疏水基团碳原子
数增加，分子在空气／水界面吸附的趋势增大，其临界胶束浓度和吸附量逐渐减小，吸附面积和ｐｃ２０逐渐增大，而表面张
力受疏水链长影响较小，表现出较高的表面活性；此外，在疏水基团链长一定的情况下，联接基团长度较短的双子咪唑表

面活性剂具有较高的降低表面张力的效率和能力，更容易在空气／水界面发生吸附．
关键词：双子咪唑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吸附；联接基团；气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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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带有长链烷基的离子液体凭借着其
具有优良的表面活性引起了化学研究者广泛的兴

趣，这直接把离子液体的研究与传统的胶体与表

面化学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１－２］．双子咪唑表面
活性剂是一种新型的表面活性剂，它融合了传统

双子表面活性剂和单碳链的长链离子液体的优

点，并且由于咪唑头基的存在，双子咪唑离子液

体型表面活性剂表现出以下独特的性质［３－４］：作

为阳离子反胶束体系，有着环状的大咪唑头基的

反胶束体系比季铵盐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有更强的

溶解能力；咪唑头基之间的强烈的相互吸引和芳

环间π－π键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此类表面活性
剂在许多方面有潜在的应用．由于双子咪唑表面
活性剂的诸多优良特性，合成和研究双子咪唑表

面活性剂将在食品、化妆品、工业等各个领域中有

着极其重要的应用价值［５－７］．



然而，目前有关双子表面活性剂的合成研究

主要集中在季铵盐型双子表面活性剂领域．
１９７１年，Ｃ．Ａ．Ｂｕｎｔｏｎ等［８］课题组首次合成了一

类季铵盐型双子表面活性剂 －烷基 －α，ω－双二
烷基双甲基溴化铵．

Ｆ．Ｍ．Ｍｅｎｇｅｒ等［９］在前人基础上，首次提出

双子表面活性剂（又称为 Ｇｅｍｉｎｉ表面活性剂）的
概念，并系统的合成了由刚性基团连接离子头基

的季铵盐型双子表面活性剂．Ｒ．Ｚａｎａ等［１０］小组

则以亚甲基链作为联接基团研究了系列季铵盐型

双子表面活性剂的相关性能．我国学者［１１－１２］近年

来也广泛开展了对季铵盐型双子表面活性剂的研

究．徐群等［１３］以十二烷基二甲基叔胺为主要原

料，合成了系列具有非对称性结构的季铵盐阳离

子表面活性剂，结果表明该表面活性剂具有较高

的表面活性，能够广泛的用于杀菌、清洁等领域．
张莎莎等［１４］合成了系列对称结构的双子季铵盐型

表面活性剂，结果表明双子表面活性剂具有良好的

协同增效作用，可以在采油二元复配体系中发挥重

要作用．但有关对称型双子离子液体咪唑类表面活
性剂合成及相关性质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合成一般分为：１）先
用联接基团将亲水头基连接起来，再接上疏水链；

２）先合成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两个单体部分，
然后用联接基团直接将两个单体部分在亲水头基

处通过化学键连接．本研究采用合成路线１）合成
了５种不同间隔基、不同链长的双子咪唑表面活
性剂，产物经核磁共振氢谱表征纯度较高．由于方
法１）合成步骤少，且在合成过程中避免了有毒丙
烯腈的使用，因此符合当今绿色化学的应用宗旨，

对双子表面活性剂在工业环保、去污和清洁等领

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１　实　验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１－溴癸烷、１－溴十二烷、１－溴十四烷（使
用前减压重蒸），１，２－二溴乙烷、１，４－二溴丁
烷、１，６－二溴己烷（上海试剂公司，使用前未进
一步处理），氢氧化钠、甲苯、二甲基亚砜、咪唑

等，均为分析纯（天津科密欧公司）．
Ｋｒｕｓｓ１００表面／界面张力仪；Ｂｒｕｋｅｒ４００ＭＨｚ

核磁共振仪等．
１２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合成

以联接基团碳原子数为４，疏水链碳原子数为
１２的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为
例，说明系列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合成过程．

向装有温度计套管，分水仪及冷凝管的三颈

瓶中加入 ０２２ｍｏｌ咪唑，甲苯、二甲基亚砜各
２４ｍＬ，再加入５０％ＮａＯＨ溶液１０ｍＬ，分水回流
至无水生成，加入１，４－二溴丁烷０１ｍｏｌ，１１０℃
搅拌４ｈ，趁热过滤除去ＮａＢｒ，取滤液用旋蒸仪蒸
馏除去二甲基亚砜，将滤液置于烧杯中，加入

６０ｍＬ蒸馏水，置于室温一段时间，得白色晶体．
重结晶３次得白色固体１，４－二咪唑丁烷．

在装有温度计套管、回流冷凝管的２００ｍＬ三
口瓶中加入０１ｍｏｌ合成的１，４－二咪唑丁烷和
４０ｍＬ无水乙醇，在Ｎ２气保护下向三口瓶中缓慢
滴加１－溴十二烷０２４ｍｏｌ，１ｈ内滴完，升温至
８０℃，磁力搅拌，恒温反应４８ｈ，停止反应，减压
蒸除乙醇得白色固体，用丙酮反复洗涤除去过量

的１－溴十二烷，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即为连接
基为４个亚甲基，疏水链长为Ｃ１２的双子咪唑表面
活性剂［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上述合成路线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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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合成路线

　　图 １中 Ｒ１ ＝（ＣＨ２）２，（ＣＨ２）４，（ＣＨ２）６；
Ｒ２ ＝Ｃ１０Ｈ２１，Ｃ１２Ｈ２５，Ｃ１４Ｈ２９．

通过上述方法合成了５种结构明确的双子咪唑
表面活性剂，其代号分别为：［Ｃ１０－４－Ｃ１０ｉｍ］Ｂｒ２，
［Ｃ１２ －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Ｃ１４ －４－Ｃ１４ｉｍ］Ｂｒ２
［Ｃ１２－２－Ｃ１２ｉｍ］Ｂｒ２，［Ｃ１２－６－Ｃ１２ｉｍ］Ｂｒ２，利用
核磁氢谱（１ＨＮＭＲ）对产物进行了结构表征．
１３　表面张力的测定

用超纯水配制不同浓度的双子咪唑表面活性

剂溶液，待恒温一定时间后用 Ｗｉｌｈｅｌｍｙ板法测量
溶液的平衡表面张力．记录不同浓度 （ｃ）的表面
活性剂溶液时在２５℃下的表面张力（γ），并将γ
对ｌｇｃ作图，根据曲线求临界胶束浓度（ｃｍｃ）和
临界胶束浓度时的表面张力 （γｃｍｃ）．测量中所有
配置表面活性剂溶液的玻璃仪器均用稀盐酸溶液

浸泡２ｈ，用超纯水洗去容量瓶表面的酸液，以除
去容器上其他离子对测定的干扰．
１４　电导率测定

通过超纯水配制不同浓度的表面活性剂溶

液，采用 ＤＤＳ－３０７数显电导仪测量溶液在
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下电导率（κ）．
１５　熔点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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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ＲＤ－１全自动熔点仪，天津市瑞来特仪器
有限公司．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谱图分析

以Ｄ２Ｏ为溶剂用 Ｂｒｕｋｅｒ４００ＭＨｚ核磁共振

仪测定５种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１ＨＮＭＲ，图２
是［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的核磁共振其谱图（由于
篇幅限制，仅以［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为例），各质
子氢所归属的化学位移在图１中已标出，５种结
构的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１ＨＮＭＲ数据如下，熔
点和收率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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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的
１ＨＮＭＲ谱图

表１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熔点及收率

试样 熔程／℃ 收率／％

［Ｃ１０－４－Ｃ１０ｉｍ］Ｂｒ２ ４７６～４８２ ６７５

［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５４４～５５７ ８２４

［Ｃ１４－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６４５～６５４ ８８５

［Ｃ１２－２－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５０６～５１５ ５６７

［Ｃ１２－６－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６３３～６４４ ８６７

　　１）［Ｃ１０－４－Ｃ１０ｉｍ］Ｂｒ２．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９０８５（ｓ，

２Ｈ），７５７９（ｔ，２Ｈ），７５１９（ｔ，２Ｈ），４２５０（ｓ，
４Ｈ），４２１１（ｔ，４Ｈ），１８５８（ｍ，４Ｈ），１７７０（ｍ，
４Ｈ），１１１９（ｍ，２８Ｈ），０７１０（ｔ，６Ｈ）．

２）［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９１９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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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Ｈ），７６１６（ｔ，２Ｈ），７５３５（ｔ，２Ｈ），４２６９（ｓ，
４Ｈ），４２３５（ｔ，４Ｈ），１８７７（ｍ，４Ｈ），１８０２（ｍ，
４Ｈ），１２１２（ｍ，３６Ｈ），０７２１（ｔ，６Ｈ）．

３）［Ｃ１４－４－Ｃ１４ｉｍ］Ｂｒ２．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９１８７（ｓ，

２Ｈ），７６２０（ｔ，２Ｈ），７５４１（ｔ，２Ｈ），４２６７（ｓ，
４Ｈ）， ４２１２ （ｔ， ４Ｈ）， １８８２（ｍ， ４Ｈ），
１８０９（ｍ，４Ｈ），１１２０（ｍ，４４Ｈ），０７２９（ｔ，
６Ｈ）．

４）［Ｃ１２－２－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９１５８（ｓ，

２Ｈ），７６１４（ｔ，２Ｈ），７５３８（ｔ，２Ｈ），４２５２（ｓ，
４Ｈ），４１５８（ｔ，４Ｈ），１８８２（ｍ，４Ｈ），１２１９（ｍ，
３６Ｈ），０６９８（ｔ，６Ｈ）．

５）［Ｃ１２－６－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δ９２０２（ｓ，

２Ｈ），７６２１（ｔ，２Ｈ），７５３５（ｔ，２Ｈ），４２６９（ｓ，
４Ｈ），４２３５（ｔ，４Ｈ），１９８８（ｍ，４Ｈ），１８５７（ｍ，
４Ｈ），１６０２（ｍ，４Ｈ），１２０２（ｍ，３６Ｈ），
０７２１（ｔ，６Ｈ）．
　　由上述核磁谱图２及熔点结果（表１）可见，
所合成的物质为目标产物，对于间隔基相同，疏水

碳链不同的Ｇｍｉｎｉ咪唑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熔
点随链长的增加而增大，收率也增加．对于疏水链
长相同，间隔基长度不同的 Ｇｍｉｎｉ咪唑离子液体
表面活性剂，熔点随间隔基长度的增加降低，而在

制备中间体 １，２－二咪唑乙烷，１，４－二咪唑丁
烷，１，６－二咪唑己烷时，由于１，２－二咪唑乙烷
较易溶于水，重结晶时损失较大，产率较低，总产

率随间隔基长度的增加而增大．
２２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表面性能

由Ｗｉｌｈｅｌｍｙ板法测量不同浓度下的表面活
性剂水溶液的平衡表面张力，并作γ－ｌｇｃ图，由
图和Ｇｉｂｂｓ吸附公式［１５］计算出表面活性剂水溶

液的表面饱和吸附量 Γｃｍｃ、饱和吸附面积 Ａｍｉｎ和
效率因子ｐｃ２０．

Γｍａｘ＝－
１

２３０３ｎＲＴ×
ｄγ
ｄｌｇｃ． （１）

Ａｍｉｎ ＝
１０１４
ＮΓ
． （２）

ｐｃ２０＝
γ０－２０－γｃｍｃ
２３０３ｎＲＴΓｃｍｃ

－ｌｇｃｍｃ． （３）

πｃｍｃ＝γ０－γｃｍｃ． （４）
式中：Γｍａｘｃ为气液界面最大吸附量，ｍｏｌ·ｃｍ

－２；

Ｒ为摩尔气体常数，８３１４Ｊ·ｍｏｌ－１·Ｋ－１；Ｔ为热
力学温度，Ｋ；Ａｍｉｎ为饱和吸附面积，ｎｍ

２；ＮＡ为阿

伏伽德罗常数，６０２×１０２３ｎ·ｍｏｌ－１；γ为表面张
力，ｍＮ·ｍ－１；ｐｃ２０为效率因子，降低表面张力的
效 率； γ０ 为 ２９８ Ｋ 下 水 的 表 面 张 力，

７１９７ｍＮ·ｍ－１；ｎ为常数，对于双子表面活性剂
ｎ＝３．
２３　疏水基团链长对离子液体双子咪唑表面活

性剂表面活性的影响

图３是２５℃时连接基为 Ｃ４，疏水链长分别
为 Ｃ１０、Ｃ１２、Ｃ１４的 ３种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
（［Ｃｎ－４－Ｃｎｉｍ］Ｂｒ２）水溶液的表面张力等温线，
由图３可以看出，随着疏水链长的增加，ｃｍｃ明显
降低，γｃｍｃ增大不甚显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1/ 1$ 10 1- 1+ , + -

23 ! 45&&62!7

1+

8

!

4

5

&

9

!

&

:

+

8

图３　不同疏水链长 ［Ｃｎ－４－Ｃｎｉｍ］Ｂｒ２表面张力等温
线（Ｔ＝２９８Ｋ）

　　由式（１）～（４）所计算的表面性能参数如
表２所示，Ａｍｉｎ是衡量表面活性剂在空气／水界面
聚集密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不同链长的３种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 Ａｍｉｎ分别为１９３、２７７、
２８７，随着疏水链长的增加而增大，说明具有较长
疏水链的［Ｃ１４－４－Ｃ１４ｉｍ］Ｂｒ２在空气／水界面的
聚集密度较小．这是由于当疏水链较长时，它在空
气／水界面比较容易弯曲，从而导致 Ａｍｉｎ增大，同
时这也是γｃｍｃ随着疏水链长的增加略微增大的原
因，而πｃｍｃ随着疏水链长的增加而降低．ｐｃ２０为
降低２０ｍＮ／ｍ表面张力所需表面活性剂的浓度，
可作为表（界）面张力降低效率的量度．πｃｍｃ是纯
水表面张力与溶液表面张力的差值．ｐｃ２０数值越
大，表明表面活性剂降低表面张力的效率和能力

就越高．由表 ２可以看到随着疏水链长的增加
ｐｃ２０增加，表明和胶束化过程相比，具有较长疏
水链的［Ｃ１４－４－Ｃ１４ｉｍ］Ｂｒ２更容易在空气 －水界
面吸附．
２４　联接基团链长对离子液体双子咪唑表面活

性剂表面活性的影响

测定了［Ｃ１２－２－Ｃ１２ｉｍ］Ｂｒ２、［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和［Ｃ１２－６－Ｃ１２ｉｍ］Ｂｒ２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考察

·５７·第７期 刘国宇，等：离子液体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的合成



了联接基团碳链长度对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水溶

液的表面活性的影响．图４是２５℃时疏水链长为
Ｃ１２，连接基分别为Ｃ２、Ｃ４、Ｃ６的３种双子咪唑表

面活性剂［Ｃ１２－ｎ－Ｃ１２ｉｍ］Ｂｒ２水溶液的表面张
力等温线，由图４可以看到，随着连接基长度的增
加，ｃｍｃ略有增加，γｃｍｃ同时也增加．

表２　［Ｃｎ－４－Ｃｎｉｍ］Ｂｒ２表面性能参数

表面活性剂
ｃｍｃ／

（ｍｍｏｌ·Ｌ－１）

γｃｍｃ／

（ｍＮ·ｍ－１）

Γｍａｘ／

（ｍｏｌ·ｍ－２）
Ａｍｉｎ／ｎｍ２ ｐｃ２０

πｃｍｃ／

（ｍＮ·ｍ－１）

［Ｃ１０－４－Ｃ１０ｉｍ］Ｂｒ２ ５００ ３３５５ ０８６ １９３ ５３０ ３８４２

［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０７９ ３３６８ ０６０ ２７７ ６１０ ３８２９

［Ｃ１４－４－Ｃ１４ｉｍ］Ｂｒ２ ０２６ ３４５４ ０５８ ２８７ ６５９ ３７４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12 ! 34((51!6

7%

8

!

3

4

(

9

!

(

7

%

8

7/ 70 7& 7% - % &

图４　不同连接基长度 ［Ｃ１２－ｎ－Ｃ１２ｉｍ］Ｂｒ２表面活性剂
的表面张力等温线（Ｔ＝２９８Ｋ）

　　同样由式（１）～式（４）所计算的连接基不同的
［Ｃ１２－ｎ－Ｃ１２ｉｍ］Ｂｒ２表面活性剂水溶液的表面性
能参数如表３所示，由表３中数据可以看出 Ａｍｉｎ
随着联接基团长度的增加略有增大，也就是说，连

接基较短的表面活性剂在空气／水界面的聚集密
度要大些．这可能是因为［Ｃ１２－２－Ｃ１２ｉｍ］Ｂｒ２具
有较短的联接基团，亲水头基之间能够在空气／水
界面较为紧密的排列，从而导致每个表面活性剂

分子占据的单位面积降低［１６－１８］．ｐｃ２０和 πｃｍｃ的
值均随着连接基长度的增加而降低，表明联接基

团较短的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水溶液具有较高的

降低表面张力的效率和能力，即具有较高的表面

活性．

表３　［Ｃ１２－ｎ－Ｃ１２ｉｍ］Ｂｒ２表面性能参数

表面活性剂
ｃｍｃ／

（ｍｍｏｌ·Ｌ－１）

γｃｍｃ／

（ｍＮ·ｍ－１）

Γｍａｘ／

（ｍｏｌ·ｍ－２）
Ａｍｉｎ／ｎｍ２ ｐｃ２０

πｃｍｃ／

（ｍＮ·ｍ－１）

［Ｃ１２－２－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０６２ ３２２０ ０６１ １９３ ６２１ ３９７７

［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０７９ ３３６８ ０６０ ２７７ ６１０ ３８２９

［Ｃ１２－６－Ｃ１２ｉｍ］Ｂｒ２ ０８９ ３５５９ ０５７ ２８７ ６０５ ３６３８

２５　离子液体双子表面活性剂胶束化热力学
［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表面活性剂在不同温度

下电导率和浓度的关系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见，
在同一温度条件下，［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对称式离
子液体咪唑表面活性剂溶液的电导率随浓度升高

而增大．然而，随着表面活性剂溶液浓度的继续增
加，电导率增加的幅度逐渐减慢，这是由于当表面

活性剂处于某一浓度时，对称型离子液体咪唑表面

活性在溶液中形成了胶束，其反离子在胶束体表面

固定从而导致胶束部分电荷被中和，电导率增幅减

缓．因此，由图５所示可知，浓度与电导率曲线拐点
处的浓度值即为临界胶束浓度．同时，从图５中还
可以观察到，在同一浓度下，温度对电导率影响较

大，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电导率值逐渐增大，且

２５℃时，电导法得到的 ｃｍｃ０８０２ｍｍｏｌ／Ｌ与

Ｗｉｌｈｅｌｍｙ板法测得的ｃｍｃ０７９ｍｍｏｌ／Ｌ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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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温度下［Ｃ１２－４－Ｃ１２ｉｍ］Ｂｒ２浓度与电导曲线
关系曲线

　　为了进一步考察系列对称型离子液体双子咪
唑表面活性剂ｃｍｃ随温度的变化情况，图６给出

·６７·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５卷　



了系列表面活性剂 ｃｍｃ与温度关系变化曲线．由
图６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ｃｍｃ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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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ｃｍｃ与温度关系曲线

　　相关资料表明［１９］，胶束体的离子化程度（α）
可以通过电导率曲线临界胶束浓度值前后两条线

段的斜率比值获得，此时胶束反离子结合度 β＝
（１－α）．对称型离子液体咪唑双子表面活性剂 β
与温度的关系曲线如图７所示．由于 β大小和胶
束的尺寸有关，因此当溶液中胶束的体积较大时，

胶束将具有较强的吸引能力，使得反离子在静电

力作用下向胶束体靠拢，结合度增大，换而言之，

胶束的体积越大，β就越大，活性剂分子胶束化能
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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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β与温度关系曲线

　　从图７中可以看到，随着温度的升高，对于同
一种结构的Ｇｅｍｉｎｉ咪唑表面活性剂而言，其 β逐
渐增大；然而，当温度继续升高至４５℃时，β呈下
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当温度较低时，升温一方面

可以削弱表面活性剂分子亲水基的水合作用，增

强了烷烃链的“去水化”能力，从而促进了胶束的

形成；但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表面活性剂分子热

运动逐渐加剧，其烷烃链间疏水协同作用减弱，同

时表面活性剂的溶解度也有所增加，导致胶束化

过程不易进行．
　　化热力学过程的重要参量，吉布斯自由能越
低，形成的胶束体越稳定．由式（５）［２０］可计算出其
胶束化吉布斯自由能变 （ΔＧθｍ），结果如图 ８所

示．其中Ｘｃｍｃ为临界胶束浓度的摩尔分数，值为
ｃｍｃ／５５４ｍｏｌ／Ｌ；５５４是 ２５℃ 时，１Ｌ水为
５５４ｍｏｌ；β（β＝１－α）为胶束的反离子结合度．

ΔＧθｍ ＝ＲＴ（０５＋β）ｌｎＸｃｍｃ．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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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ΔＧθｍ与温度关系曲线

　　从图８可以看出，在所考察的实验温度范围
内，ΔＧθｍ均在－２６～－３９ｋＪ／ｍｏｌ之间，且ΔＧθｍ均
为负值，这表明系列对称型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

在水溶液中胶束化过程在常温常压下是自发进行

的，形成的胶束溶液体系是热力学稳定体系．同
时，图８中吉布斯自由能的变化也说明，随着温度
的增加，ΔＧθｍ逐渐降低，胶束体稳定性增加；同一
温度下，当活性剂分子疏水基团碳原子数增加时，

ΔＧθｍ逐渐降低，胶束稳定性上升；而随着亲水基团
长度的增加，ΔＧθｍ逐渐增大，表明胶束体稳定性
减弱．

３　结　论
１）先用联接基团将亲水头基连接起来，再接

上疏水链的方法合成了５种不同联接基团长度和
不同疏水链长的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合成步骤

少，且避免使用毒性很强的丙烯腈．用核磁氢谱对
它们的化学结构进行了表征，实验结果证明，合成

的这５种物质均为目标产物．
２）在联接基团长度一定的情况下，随着分子

两侧疏水烷基链碳原子数的增加，活性剂分子在

空气／水界面吸附的倾向性增大，双子咪唑表面活
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和最大吸附量逐渐减小，

Ａｍｉｎ，和ｐｃ２０逐渐增大，πｃｍｃ受疏水链长影响较小，
表现出较高的表面活性．
３）在疏水烷基链长度一定的情况下，联接基

团长度较短的双子咪唑表面活性剂具有较高的降

低表面张力的效率和能力，即具有较高的表面活

性，且更容易在空气／水界面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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