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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本篇文章中，我们设计合成并报道了一种新型的 [Py-

C8-MIM] PF6离子液体，该离子液体阳离子通过1-甲基咪唑、

吡咯以及 1, 8 -二溴辛烷三种分子合成，并且由于 1-甲基咪唑

与吡咯分子对应的功能基团具有良好的光热光电性能，该离

子液体及其聚合物在光热光电器件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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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液体又称室温离子液体或室温熔融盐，是一类完全由

阴、阳离子组成的，在室温或临近温度下呈液体的化合物 1-7。

离子液体与传统无机盐不同，其阴阳离子间的尺寸差别较大，

晶格结构易被破坏，室温下流动性较好。除熔点低于室温这

一特性外，离子液体的载流子迁移率也较高，室温下电导率

可达到 0.1～ 10.0 mS /cm，并且具有较低的饱和蒸气压、较好

的热稳定性与电化学稳定性，基于这些性质，离子液体在绿

色电子器件的设计中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理论上能够利用离

子液体生产出便于回收，具有优良柔性、自修复性能与可重

塑性能的电子器材 3。 

 

Figure 1.吡咯在空气中加热、搅拌后形成低聚物，用于合

成离子液体。 

离子液体的另一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合成不同的阴、阳离子，

或利用其优良的溶解性掺杂其他物质进而调控离子液体的宏

观性质，得到多种不同功能性的离子液体。基于离子液体特

别是功能化离子液体在开发和应用中的巨大潜力，我们尝试

向二烷基咪唑的侧链上引入新的具有光电能力的功能基团，

从而赋予其对应的性质与功能 1,2。在此基础上，我们受到李

广涛等人工作的启发，引入咪唑作为离子液体新的功能基团，

得到具有良好光热光电性能的[Py-C8-MIM]PF6离子液体 5。吡

咯作为光热功能基团，可以通过烷基链的连接与咪唑基团实

现“光—热—电”的转化。另外，吡咯本身易于氧化聚合，

将其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聚吡咯低聚物用于合成该离子液体，

在保证离子液体流动性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宽的光谱吸收范

围，在可见光与近红外光热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Figure 1) 

6,7,8,9。 

本文合成的[Py-C8-MIm]PF6 离子液体主要通过吡咯、1-甲

基咪唑和 1, 8-二溴辛烷作为原料，并通过三步反应合成得到：

(I)制备 Py-C8-Br；(II)制备[Py-C8-MIm]Br；(III)制备[Py-C8-

MIm]PF6。文章后续将具体阐述该离子液体合成的步骤。 

 Scheme 1.离子液体中的阳离子[Py-C8-MIM]的制备 

  

制备 Py-C8-Br：在 0oC 条件下将 15 mmol 吡咯逐滴加入到 

150 mL 溶有 43 mmol 1, 8-二溴辛烷和 43 mmol NaH 的干燥

DMF 溶液中，搅拌过夜(Scheme 1)；之后加入 150 ml 去离子

水，用 75 mL 无水乙醚萃取混合液 (重复操作四次) ，萃取液

用无水 MgSO4 干燥，再进行蒸馏得褐色液体。以石油醚作洗

脱剂进行柱色谱纯化，产率约为 45%。 

制备[Py-C8-MIm]Br：取 16 mmol 第一步所得粗产物，剧烈

搅拌下逐滴滴入到 50 mL 溶有 18 mmol 1-甲基咪唑的甲苯溶

液中，所得混合物加热回流 10 h，然后冷却至室温(Scheme 1)。

粗产物通过硅胶色谱柱纯化，洗脱剂为 CH2Cl2/CH3OH(10:1)，

本步产物为褐色油状液体，产率约为 70%。 

制备[Py-C8-MIm]PF6：最后通过两步法进行阴离子置换，

取 20 mmol 第二步产物，向其中加入等量的 NH4PF6，搅拌，

加热回流约 30 min，此时第二步制得的离子液体中的溴离子

以溴化氢气体的形式与氨气一同脱离体系(Scheme 2)。最终将

产物冷却至室温，过滤除去固体杂质，即得要求产物，该步

产率约为 95 %。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 1-甲基咪唑、吡咯以及 1, 8-二溴辛烷

三种分子设计合成了 [Py-C8-MIm]Br 离子液体的阳离子，并

通过阴离子置换得到了最终产物[Py-C8-MIm]PF6离子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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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2.离子液体中阴离子的置换

而这一离子液体又可以通过吡咯的聚合生成分子量更大的低

聚物，无论在单体的使用还是聚合物的光热方面均有着突出

的表现，在柔性的多功能电子器件的应用中有着广阔的前景
3,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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