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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中

二中心三电子键的质谱研究

高校飞１，程金财１，肖　闪２

（１．东华理工大学，江西省质谱科学与仪器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２．东华理工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含硫二中心三电子（２ｃ３ｅ）键的研究一直是蛋白质中自由基传递领域的重要课题。本研究采用

串联质谱和同位素标记方法研究不同位阻［犚ＳＳ犚＋Ｈ２Ｏ］
＋·的质谱碎裂模式，以探索位阻不同时这些

自由基阳离子配合物内２ｃ３ｅ键的结构性质。结果表明，空间位阻低的［犚ＳＳ犚＋Ｈ２Ｏ］
＋·（犚＝甲基，乙

基或丙基）碎裂时主要产生［犚ＳＨ＋Ｈ２Ｏ］
＋·和［犚ＳＯＨ＋Ｈ］＋２种离子，而空间位阻高的［犚ＳＳ犚＋Ｈ２Ｏ］

＋·

（犚＝异丙基或叔丁基）主要碎片离子是由母离子丢失 Ｈ２Ｏ而形成的［犚ＳＳ犚］
＋·。因此，在空间位阻低的

［犚ＳＳ犚＋Ｈ２Ｏ］
＋·中２ｃ３ｅ键应以［Ｓ∴Ｓ］＋的形式存在，而在空间位阻高的［犚ＳＳ犚＋Ｈ２Ｏ］

＋·中２ｃ３ｅ键应

以［Ｓ∴Ｏ］＋的形式存在。由此可见，结构环境的不同对自由基结构的性质有重要影响，这有助于理解与

２ｃ３ｅ键有关的化学反应和生物体中自由基的传递过程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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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１年，Ｐａｕｌｉｎｇ
［１］根据 Ｈｅ２

＋分子体系提

出二中心三电子（２ｃ３ｅ）键，其核心是分子中自

由基中心原子的ｓ／ｐ轨道中未成对电子与分子

中未被氧化原子的ｓ／ｐ轨道中的电子对相互作

用形成三电子σ半键（即２ｃ３ｅ键），其中２个电

子占据分子的σ成键轨道，１个电子占据σ反键

轨道［２３］。２ｃ３ｅ键通常存在于自由基化学、生

物化学、光化学等反应过程中长寿命的自由基

中间体中，并在这些化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４９］。例如，２ｃ３ｅ键在蛋白质中可以作为电

子传递的中继站［６］，促进蛋白质的电子转

移［１０］，能够导致一些不可逆疾病，如阿尔茨海

默症［１１］。

以硫为中心的２ｃ３ｅ键一直是研究者们关

注的重点［３，７８，１２１７］，主要围绕理论计算［７，１７１９］和

光谱性质［１０，２０２１］开展研究。由于大多数自由基

不稳定，关于其结构研究的报道较少［１５］。传统

主要采用电子顺磁共振（ＥＰＲ）或Ｘ射线衍射

（ＸＲＤ）研究以硫为中心的２ｃ３ｅ键结构。由于

Ｓ为非磁性核，用ＥＰＲ进行结构鉴定存在缺

陷［１５］；而采用ＸＲＤ则通常需要获得单晶。质

谱具有灵敏度高、检测速度快、成本低、样品用

量少等特点［２２２５］，通过串联质谱能够获得目标

离子的裂解规律，从而对其结构进行解析。

１９８７年，Ａｓｍｕｓ等
［２６］首次报道了［犻Ｐｒ２Ｓ∴Ｓ犻

Ｐｒ２］
＋离子，并采用串联质谱对其结构进行表

征，随后Ｉｌｌｉｅｓ等
［４５，２７］通过质谱法研究了多种

２ｃ３ｅ自由基阳离子的结构。目前，已报道的以

硫为中心的２ｃ３ｅ键通常由自由基（阳离子）与

Ｒ１—Ｓ—Ｒ２ 等硫醚类中性分子反应形成，而自

由基阳离子与Ｒ１—Ｓ—Ｓ—Ｒ２ 等含二硫键中性

底物反应形成２ｃ３ｅ键的相关研究较少。

水自由基阳离子 Ｈ２Ｏ
＋·中的氧原子未配

对的电子可以与一些中性分子中含孤对电子的

原子作用，形成含２ｃ３ｅ键的水自由基阳离子复

合物，如 ［Ｈ２Ｏ∴ＯＨ２］
＋、［Ｈ２Ｏ∴ＮＨ３］

＋、

［Ｈ２Ｏ∴ＳＨ２］
＋ 等［１７１９，２４２５］。本研究以 ＭｅＳ

ＳＭｅ（二甲基二硫）、ＥｔＳＳＥｔ（二乙基二硫）、

狀ＰｒＳＳ狀Ｐｒ（二丙基二硫）、犻ＰｒＳＳ犻Ｐｒ（二异

丙基二硫）、狋ＢｕＳＳ狋Ｂｕ（二叔丁基二硫）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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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位阻的二硫中性底物为研究模型，拟

结合直接质谱分析技术和同位素标记实验，

研究位阻不同时二硫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

［犚ＳＳ犚＋Ｈ２Ｏ］
＋· （犚＝ Ｍｅ，Ｅｔ，狀Ｐｒ，犻Ｐｒ，

狋Ｂｕ）中２ｃ３ｅ键结构。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主要仪器与装置

常压化学离子源：江西省质谱科学与仪器

重点实验室自制；ＬＴＱＭＳ线性离子阱质谱

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产品；

数据采集及分析在Ｘｃａｌｉｂｕｒ程序上进行。

１２　主要材料与试剂

氘代水（Ｄ２Ｏ）（９９．９％）、二甲基二硫、二乙

基二硫、二丙基二硫、二异丙基二硫和二叔丁基

二硫：纯度＞９８％，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产

品；实验用水：由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纯水仪制备。

１３　实验条件

自制ＡＰＣＩ离子源；放电电压２．３ｋＶ；离

子传输管温度１５０℃；毛细管电压１．０Ｖ；透镜

电压３０．０Ｖ；质量扫描范围犿／狕１５～２０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犎２犗
＋·与犆犎３犛犛犆犎３ 模型反应的质谱分析

参照文献［２５，２８］的方法，使用双通道装置进

行实验。在通道１中，采用能量可控的电晕放

电技术对水的气溶胶进行电离，制备水自由基

阳离子；在通道２中，通过载气将样品气溶胶引

入在线产生水自由基阳离子的三维空间。在线

制备的Ｈ２Ｏ
＋·与ＣＨ３ＳＳＣＨ３样品在三维空间

反应后，直接进入与双通道装置串联的质谱仪

进行在线监测与分析。在线制备的 Ｈ２Ｏ
＋·与

ＣＨ３ＳＳＣＨ３反应得到犿／狕１１２（［ＣＨ３ＳＳＣＨ３＋

Ｈ２Ｏ］
＋·，Ｍ１

＋·），示于图１ａ。Ｈ２Ｏ
＋·中Ｏ上的

单电子与ＣＨ３ＳＳＣＨ３ 中Ｓ的孤电子对相互作

用形成σ半键（２ｃ３ｅ键），推测复合物离子犿／狕

１１２中２ｃ３ｅ结构为［ＣＨ３（ＣＨ３Ｓ）Ｓ∴ＯＨ２］
＋·。

由于２ｃ３ｅ键的键级为０．５，断裂所需的能量比

常规σ键低，在串联质谱中优先发生解离，该位

点相 关 的 碎 片 离 子 相 对 含 量 更 高［４］。若

Ｈ２Ｏ
＋·与 ＣＨ３ＳＳＣＨ３ 反应得到的复合离子

犿／狕１１２中２ｃ３ｅ键为［Ｓ∴Ｏ］＋键（即半键在Ｓ

与Ｏ之间），［Ｓ∴Ｏ］优先断裂，丢失 Ｈ２Ｏ，得到

［ＣＨ３ＳＳＣＨ３］
＋·（犿／狕９４）。

为进一步探究犿／狕１１２（Ｍ１
＋·）中２ｃ３ｅ键

的结构，对其进行碰撞诱导解离（ＣＩＤ）实验，结

果示于图１ｂ。值得注意的是，当ＣＩＤ能量为

１６％时，Ｍ１
＋·的主要裂解产物离子是犿／狕６５

（母离子丢失ＣＨ３Ｓ
·（４７ｕ））和犿／狕６６（母离子

丢失ＣＨ２＝Ｓ（４６ｕ））。选择碎片离子犿／狕６５

和犿／狕６６进行 ＣＩＤ 实验，分别丢失１分子

Ｈ２Ｏ 得 到 犿／狕４７［ＣＨ２ ＝ＳＨ
＋ ］、犿／狕４８

［ＣＨ３ＳＨ
＋·］，推测 犿／狕６５和犿／狕６６分别为

［ＣＨ３ＳＯＨ＋Ｈ］
＋ 和［ＣＨ３ＳＨ＋Ｈ２Ｏ］

＋·，示于

图１ｃ。由此表明，在串联质谱中，复合物（犿／狕

１１２）的 Ｓ—Ｓ键优先于 Ｓ—Ｏ 键断裂，Ｍ１
＋·

（犿／狕１１２）中２ｃ３ｅ结构不是［Ｓ∴Ｏ］键，而是

［Ｓ∴Ｓ］键。

２２　氘代水同位素标记实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进行了同位素标记实验。

图１　常压下犎２犗
＋·与犆犎３犛犛犆犎３ 在线反应的质谱图（犪），以及 犕１

＋·的二级（犫）和三级（犮）质谱图

犉犻犵．１　犕犪狊狊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犎２犗
＋·犪狀犱犆犎３犛犛犆犎３犪狋犪犿犫犻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犪），

犕犛／犕犛（犫）犪狀犱犕犛／犕犛２（犮）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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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条件下，用 Ｄ２Ｏ 代替 Ｈ２Ｏ，在线制备

Ｄ２Ｏ
＋·。Ｄ２Ｏ

＋·与 ＣＨ３ＳＳＣＨ３ 反应得到犿／狕

１１４（［ＣＨ３ＳＳＣＨ３ ＋Ｄ２Ｏ］
＋·，Ｍ２

＋·），示 于

图２ａ。由于实验是在敞开环境中进行的，空气

中的Ｈ２Ｏ会与反应体系中的Ｄ２Ｏ发生交换，

产生犿／狕１１２（Ｍ１
＋·）。当ＣＩＤ能量为２１％时

（图２ｂ），犿／狕１１４（Ｍ２
＋·）裂解产生的主要离子

为犿／狕６６（母离子丢失ＣＨ２ＤＳ
·（４８ｕ））和犿／狕

６８（母离子丢失ＣＨ２＝Ｓ（４６ｕ））。犿／狕６６、６８

分别丢失１分子 ＨＯＤ（１９ｕ）得到子离子犿／狕

４７［ＣＨ２＝ＳＨ
＋］、犿／狕４９［ＣＨ３ＳＤ

＋·］，示 于

图２ｃ。由此可知，犿／狕６６和 犿／狕６８分别为

［ＣＨ３ＳＯＤ＋Ｈ］
＋和［ＣＨ３ＳＤ＋ＨＯＤ］

＋·，且均

为 Ｍ２
＋·中二硫键断裂的产物。由串联质谱结果

推测，Ｍ２
＋·复合物中发生了Ｓ—Ｓ键断裂，且

Ｓ—Ｓ键优先于Ｓ—Ｏ键断裂，Ｍ２
＋·（犿／狕１１４）

中的２ｃ３ｅ结构不是［Ｓ∴Ｏ］键，而是［Ｓ∴Ｓ］键。

２３　不同位阻二硫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的

质谱研究

当二硫化物的取代基为位阻较小的甲基

时，Ｈ２Ｏ
＋·中 Ｏ上的单电子与ＣＨ３ＳＳＣＨ３ 中

Ｓ的孤对电子发生作用，形成含［Ｓ∴Ｓ］键的自

由基化合物。为进一步探究此问题，考察了乙

基、丙基、异丙基和叔丁基４种基团对［犚Ｓ

Ｓ犚＋Ｈ２Ｏ］
＋·中２ｃ３ｅ键结构的影响。

当取代基为位阻较小的乙基时，Ｈ２Ｏ
＋·与

ＣＨ３ＣＨ２ＳＳＣＨ２ＣＨ３反应生成犿／狕１４０（［ＣＨ３ＣＨ２Ｓ

ＳＣＨ２ＣＨ３＋Ｈ２Ｏ］
＋·，Ｍ３

＋·），示于图３ａ。Ｍ３
＋·

裂解产生的主要子离子有犿／狕６１［ＣＨ３ＣＨ＝

ＳＨ＋］（母离子丢失ＣＨ３ＣＨ２Ｓ
·
＋Ｈ２Ｏ（７９ｕ））、

犿／狕６２［ＣＨ３ＣＨ２ＳＨ
＋·］（母离子丢失ＣＨ３ＣＨ＝

Ｓ＋Ｈ２Ｏ（７８ｕ））、犿／狕７９［ＣＨ３ＣＨ２ＳＯＨ＋Ｈ］
＋

（母离子丢失 ＣＨ３ＣＨ２Ｓ
· （６１ｕ））和 犿／狕８０

［ＣＨ３ＣＨ２ＳＨ＋Ｈ２Ｏ］
＋·（母离子丢失ＣＨ３ＣＨ＝

图２　常压下犇２犗
＋·与犆犎３犛犛犆犎３ 在线反应的质谱图（犪），以及 犕２

＋·的二级（犫）和三级（犮）质谱图

犉犻犵．２　犕犪狊狊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犇２犗
＋·犪狀犱犆犎３犛犛犆犎３犪狋犪犿犫犻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犪），

犕犛／犕犛（犫）犪狀犱犕犛／犕犛２（犮）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犕２
＋·

图３　常压下犎２犗
＋·与犆犎３犆犎２犛犛犆犎２犆犎３ 在线反应的质谱图（犪），以及 犕３

＋·的二级（犫）和三级（犮）质谱图

犉犻犵．３　犕犪狊狊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犎２犗
＋·犪狀犱犆犎３犆犎２犛犛犆犎２犆犎３犪狋犪犿犫犻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犪），

犕犛／犕犛（犫）犪狀犱犕犛／犕犛２（犮）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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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６０ｕ）），示于图３ｂ、３ｃ。这４种离子均为自由

基离子复合物二硫键断裂的产物，且ＣＨ３ＣＨ＝

ＳＨ＋、ＣＨ３ＣＨ２ＳＨ
＋· 的 相 对 丰 度 明 显 低 于

［ＣＨ３ＣＨ２ＳＯＨ＋Ｈ］
＋和［ＣＨ３ＣＨ２ＳＨ＋Ｈ２Ｏ］

＋·。

综合串联质谱数据，可推断复合物 Ｍ３
＋·（犿／狕

１４０）裂解时 Ｓ—Ｓ键比 Ｓ—Ｏ 键优先断裂，

Ｍ３
＋·（犿／狕１４０）中２ｃ３ｅ结构应该是［Ｓ∴Ｓ］键，

而不是［Ｓ∴Ｏ］键。

当取代基为丙基时，Ｈ２Ｏ
＋·与ＣＨ３（ＣＨ２）２Ｓ

Ｓ（ＣＨ２）２ＣＨ３反应生成复合物离子 犿／狕１６８

（［ＣＨ３（ＣＨ２）２ＳＳ（ＣＨ２）２ＣＨ３＋Ｈ２Ｏ］
＋，Ｍ４

＋·），

示于图４ａ。Ｍ４
＋·发生二硫键断裂产生离子

犿／狕７５［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ＳＨ
＋］（母离子丢失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Ｓ
·
＋Ｈ２Ｏ（９３ｕ））、犿／狕７６［ＣＨ３ＣＨ２

ＣＨ２ＳＨ
＋·］（母离子丢失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Ｓ＋Ｈ２Ｏ

（９４ｕ））、犿／狕９３［ＣＨ３（ＣＨ２）２ＳＯＨ＋Ｈ］
＋（母

离子丢失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２Ｓ
· （７５ｕ））和 犿／狕９４

［ＣＨ３ （ＣＨ２）２ＳＨ ＋ Ｈ２Ｏ］
＋· （母 离 子 丢 失

ＣＨ３ＣＨ２ＣＨ＝Ｓ（７４ｕ）），示于图４ｂ、４ｃ。此

外，还产生犿／狕７４、１０８等丰度较低的离子，主

要涉及Ｓ—Ｓ、Ｓ—Ｃ骨架键的断裂，以及分子重

排、Ｈ 自由基转移等化学过程。未明显发现

［Ｓ∴Ｏ］＋键断裂产生的产物离子 犿／狕１５０

［ＣＨ３（ＣＨ２）２ＳＳ（ＣＨ２）２ＣＨ３］
＋·，其相对强度

远低于［Ｓ∴Ｓ］＋键断裂的产物离子。

当取代基为异丙基时，Ｈ２Ｏ
＋·与（ＣＨ３）２ＣＨＳ

ＳＣＨ（ＣＨ３）２ 反应生成犿／狕１６８（［ＣＨ３（ＣＨ２）２Ｓ

Ｓ（ＣＨ２）２ＣＨ３＋Ｈ２Ｏ］
＋，Ｍ５

＋·），示于图４ｄ。Ｍ５
＋·

与 Ｍ４
＋·的分子质量相同，但在相同能量（ＣＥ

２３％）下，二者产生的子离子明显不同，分别示

于图４ｂ、４ｅ。其中，图４ｂ中相对丰度最高的碎

片离子是犿／狕１０８，而图４ｅ中相对丰度最高的

碎片离子是犿／狕１５０，均由Ｍ５
＋·离子丢失Ｈ２Ｏ

得到。图４ｅ中相对中等强度的离子犿／狕１２６

和犿／狕１０８主要经过Ｓ—Ｃ骨架键的断裂、分

子重排和 Ｈ 自由基转移等化学过程得到。

Ｍ５
＋·裂解产物中，Ｓ—Ｓ键断裂得到的产物离

子犿／狕７４的相对丰度明显小于Ｓ—Ｏ键断裂的

产物犿／狕１５０。因此，二硫化物取代基位阻较

大的Ｍ５
＋·复合物裂解时，Ｓ—Ｏ键优先于Ｓ—Ｓ

图４　常压下犎２犗
＋·与犆犎３（犆犎２）２犛犛（犆犎２）２犆犎３（犪）和 （犆犎３）２犆犎犛犛犆犎（犆犎３）２（犱）反应的质谱图，

犕４
＋·（犫）和 犕５

＋·（犲）的二级质谱图，犕４
＋·的三级质谱图（犮）及主要碎裂离子结构图（犳）

犉犻犵．４　犕犪狊狊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犎２犗
＋·犪狀犱犆犎３（犆犎２）２犛犛（犆犎２）２犆犎３ （犪），

（犆犎３）２犆犎犛犛犆犎（犆犎３）２ （犱）犪狋犪犿犫犻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犕犛／犕犛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犕４
＋·（犫）犪狀犱犕５

＋·（犲），

犕犛／犕犛２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狅犳犕４
＋·（犮），犪狀犱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狅犳犿犪犻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狊（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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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断裂。当二硫化物取代基的位阻进一步增大

时（取代基为叔丁基），叔丁基二硫水自由基阳

离子复合物（［（ＣＨ３）３ＣＳＳＣ（ＣＨ３）３＋Ｈ２Ｏ］
＋·，

Ｍ６
＋·）裂解时，Ｓ—Ｏ键断裂产生的犿／狕１７８碎

片离子强度远高于Ｓ—Ｓ键断裂的产物离子强

度，示于图５。因此，当二硫化合物取代基位阻

较大时，二硫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中２ｃ３ｅ

结构应是以［Ｓ∴Ｏ］键为主。

图５　常压下犎２犗
＋·与（犆犎３）犆犛犛犆（犆犎３）３ 在线反应的质谱图（犪）和犿／狕１９６的二级质谱图（犫）

犉犻犵．５　犕犪狊狊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狅犳狉犲犪犮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犎２犗
＋·犪狀犱（犆犎３）犆犛犛犆（犆犎３）３

犪狋犪犿犫犻犲狀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犪），犕犛／犕犛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狅犳犿／狕１９６（犫）

　　自由基离子复合物的气相解离行为与复合

物中取代基密切相关，其原因可能有２种：１）取

代基的电子效应。缺电子的水自由基阳离子靠

近二硫化物中含孤对电子的硫时，给电子效应相

对较强的叔丁基（相对甲基、乙基等）增加了硫原

子周围的电子云密度，稳定了Ｓ原子上的单电

子，使得复合物中Ｓ—Ｓ键更稳定；２）取代基的

位阻效应。高位阻的取代基阻碍了缺电子的水

自由基阳离子进一步靠近二硫化物中的Ｓ原子，

使得复合物中Ｏ与Ｓ的距离更远，２个原子间的

作用力更弱。因此，当取代基为异丙基、叔丁基

等给电子效应较强的高位阻基团时，复合物中半

键在Ｓ与Ｏ之间，即２ｃ３ｅ键是以［Ｓ∴Ｏ］键为

主。当取代基为甲基、乙基、丙基等位阻相对较

低的基团时，水自由基阳离子进一步靠近二硫化

物中Ｓ原子的阻碍降低，形成较稳定的Ｓ—Ｏ键

（Ｓ—Ｏ键的稳定性高于Ｓ—Ｓ键），复合物中半键

在２个Ｓ原子之间，即２ｃ３ｅ键是以［Ｓ∴Ｓ］键

为主。

３　结论

本文通过质谱法研究了二硫化物取代基位

阻不同时，二硫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中２ｃ３ｅ

键的结构特点。结果表明，当二硫化物取代基

为甲基、乙基、丙基等位阻较小的基团时，二硫

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中２ｃ３ｅ键以［Ｓ∴Ｓ］键

为主；当二硫化物取代基为异丙基、叔丁基等位

阻较大的基团时，以［Ｓ∴Ｏ］键为主。由此可

见，结构环境的不同对自由基结构的性质有着

重要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与２ｃ３ｅ键有关的

化学反应和生物体中自由基传递过程机理。

参考文献：

［１］　ＰＡＵＬＩＮＧＬ．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ｂｏｎｄ．

Ⅱ．Ｔｈｅｏｎ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ｏ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ｏ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

ｅｔｙ，１９３１，５３（９）：３２２５３２３７．

［２］　ＥＫＥＲＮＳ，ＩＬＬＩＥＳＡ，ＭＣＫＥＥＭＬ，ＰＥＳＣＨＫＥ

Ｍ．Ａｎｏｖｅ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ｉｉｒａｎ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ｈｉｉｒａｎ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ａｂｉｎｉｔｉｏ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３，１１５（２６）：１２５１０１２５１８．

［３］　ＷＡＮＧＤ，ＦＵＪＩＩＡ．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ｏｎｄｅｄ（ｈｅｍｉｂｏｎｄ

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Ｈ２Ｓ）狀
＋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ｇａｓ

ｐｈａｓｅ［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８（４）：２６６７

２６７０．

［４］　ＤＥＮＧＹ，ＩＬＬＩＥＳＡＪ，ＪＡＭＥＳＭ Ａ，ＭＣＫＥＥ

３４４第４期　　高校飞等：二硫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中二中心三电子键的质谱研究



ＭＬ，ＰＥＳＣＨＫＥＭ．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ｏｎｄｉｎ

［Ｈ２ＳＳＨ２］
＋， ［Ｍｅ２ＳＳＭｅ２］

＋，ａｎｄ ［Ｅｔ２Ｓ

ＳＥｔ２］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５，１１７（１）：

４２０４２８．

［５］　ＫＩＮＧＪＥ，ＩＬＬＩＥＳＡＪ．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ｂｏｎｄｉｎｇ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ｅｌｌｕｒｉｕｍ［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２００４，１０８（１６）：３５８１

３５８５．

［６］　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Ｍ 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ｒｅｌａｙ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３２０（５８８４）：１７３０．

［７］　ＨＥＮＤＯＮＣＨ，ＣＡＲＢＥＲＹＤＲ，ＷＡＬＳＨ Ａ．

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ｔｗｏｃｅｎｔｒｅｄｂｏｎ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

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ｓｕｌｆｕ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５（４）：１３９０１３９５．

［８］　ＸＩＥＭ，ＳＨＥＮＺ，ＷＡＮＧＤ，ＦＵＪＩＩＡ，ＬＥＥＹ

Ｐ．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３ｅ２ｃ）ｂｏｎｄｓｏｆｇａｓｅｏｕｓＣＨ３Ｓ∴

Ｓ（Ｈ）ＣＨ３ａｎｄ（ＣＨ３ＳＨ）２
＋ 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３ｅ２ｃｂｏｎｄｕｐｏｎｐｒｏ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８，９（１３）：

３７２５３７３０．

［９］　ＧＲＮＩＮＧＭ，ＧＲＩＴＳＥＮＫＯＯＶ，ｖａｎＧＩＳＢＥＲ

ＧＥＮＳＪＡ，ＢＡＥＲＥＮＤＳＥＪ．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ＧＧＡｓ）ａｎｄ

ｍｅｔａＧＧＡｓｆｏｒｔｈｅ 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ｏｎｄｓｉｎＨｅ２
＋，（Ｈ２Ｏ）２

＋，ａｎｄ（ＮＨ３）２
＋ ［Ｊ］．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２００１，１０５

（４０）：９２１１９２１８．

［１０］ＮＡＵＳＥＲＴ，ＪＡＣＯＢＹ Ｍ，ＫＯＰＰＥＮＯＬ Ｗ Ｈ，

ＳＱＵＩＥＲ Ｔ Ｃ，ＳＣＨ ＮＥＩＣＨ Ｃ．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ａｒｅｔａｒｇｅｔｓｆｏｒｏｎ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 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ｏｎｄｅｄ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４１（５）：

５８７５８９．

［１１］ＶＡＲＡＤＡＲＡＪＡＮＳ，ＫＡＮＳＫＩＪ，ＡＫＳＥＮＯＶＡ

Ｍ，ＬＡＵＤＥＲＢＡＣＫＣ，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Ｄ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ｎｅｕ

ｒ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ｆｏｒ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Ａβ（１４２）ａｎｄ Ａβ

（２５３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１，１２３（２４）：５６２５５６３１．

［１２］ＢＥＲＲＹＪＦ．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ｉｇｍａ

ｈａｌｆｂｏｎｄｓｉｎ ｍａ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４９（１）：２７３４．

［１３］ＧＬＥＩＴＥＲＲ，ＨＡＢＥＲＨＡＵＥＲ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ｒｉｃｈ

ｔｗｏ，ｔｈｒｅｅａｎｄｆｏｕｒｃｅｎｔｅｒｂｏｎ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ａｌ

ｃｏｇｅｎｓｎｅｗ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ｏｌ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Ｊ］．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７，３４４：２６３

２９８．

［１４］ＦＩＬＩＰＩＡＫ Ｐ，ＢＯＢＲＯＷＳＫＩ Ｋ，ＨＵＧ Ｇ Ｌ，

ＰＯＧＯＣＫＩＤ，ＳＣＨＮＥＩＣＨＣ，ＭＡＲＣＩＮＩＡＫＢ．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ｕｌｆｕｒｓｕｌｆｕｒｂｏｎｄ

ａｓａｐｒｏｂｅ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ｄｅｃｈａｉｎｓｏｆ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Ｂ，２０１６，１２０（３６）：９７３２９７４４．

［１５］ＺＨＡＮＧＳ，ＷＡＮＧＸ，ＳＵＩＹ，ＷＡＮＧＸ．Ｏｄ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ｏｎｄｅ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ａｔｉｏｎｓ： Ｘｒａ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ｓｕｌｆｕｒｓｕｌｆｕｒ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σｂｏ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１３６（４２）：１４６６６１４６６９．

［１６］ＣＨＥＮＸ，ＴＡＯ Ｙ，ＬＩＪ，ＤＡＩＨ，ＳＵＮ Ｗ，

ＨＵＡＮＧＸ，ＷＥＩＺ．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ｒｅｌａｙ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ｂ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π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ｒｅ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ｏｎｄｓ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２０１２，１１６（３７）：１９６８２

１９６８８．

［１７］ＢＲＡＤＡＢ，ＨＡＺＥＢＲＯＵＣＱＳ，ＨＩＢＥＲＴＹＰＣ．

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 ［Ｈ狀犡 ∴犡Ｈ狀］
＋

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ｂｏｎｄｅｄ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ａｔｉｏｎｓ（犡＝Ｆ，Ｏ，

Ｎ，Ｃｌ，Ｓ，Ｐ；狀＝１３）．Ａｎａｂｉｎｉｔｉｏ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

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２，１２４（１０）：２３７１２３７８．

［１８］ＭＡＩＴＹＤ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ｏ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

ｃｙｃｌｉｃｄｉｔｈｉａ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２，１２４（２８）：８３２１８３２８．

［１９］ＭＣＫＥＥＭ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ｒａ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ｂｏ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ＨＳ（ＣＨ２）狀ＳＨ
＋ （狀＝１４）［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２，９６（４）：１６７５１６７９．

［２０］ＷＩＳＮＩＯＷＳＫＩＰＢ，ＨＵＧＧＬ，ＰＯＧＯＣＫＩＤ，

ＢＯＢＲＯＷＳＫＩ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α（ａｌｋｙｌｔｈｉｏ）ａｌｋｙｌ

ｔｙｐｅｒａｄ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Ｈ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α（ｍｅｔｈｙｌｔｈｉｏ）ａｃｅｔａｍｉｄｅ［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２０１０，１１４（１）：１０５１１６．

［２１］ＰＲＡＳＡＮＴＨＫＵＭＡＲ Ｋ Ｐ，ＳＵＲＥＳＨ Ｃ Ｈ，

ＡＲＡＶＩＮＤＡＫＵＭＡＲＣＴ．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２ｔｈｉｏｕｒａｃｉｌ：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ｒａｄｉｏ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ｙ［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

２０１２，１１６（４４）：１０７１２１０７２０．

４４４ 质 谱 学 报　　第４３卷



［２２］李中权，张芳，苏越，郭寅龙．质谱直接定量分析

技术的应用进展［Ｊ］．质谱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２）：

１２９１４０．

ＬＩＺｈｏｎｇ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Ｆａｎｇ，ＳＵ Ｙｕｅ，ＧＵＯ

Ｙｉｎｌｏ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ｑｎａｌｙ

ｓｉｓｂｙ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ｎｅｔ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８，３９（２）：１２９

１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狄丹丹，王昭涵，胡斌．人体泪液中尼古丁的

Ｓｃｈｉｒｍｅｒ试纸采集及原位质谱检测［Ｊ］．质谱学

报，２０２１，４２（４）：４８０４８６．

ＤＩＤａｎｄａｎ，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ｈａｎ，ＨＵＢｉｎ．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ｐａｐｅ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ｍｂｉｅｎｔ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ｃｏｔｉｎｅ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ｔｅａ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ｎｅｔ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１，４２（４）：４８０４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李可，范丽晶，米东伯，高校飞，陈焕文．气相水二

聚体自由基阳离子结构的质谱研究［Ｊ］．质谱学

报，２０２１，４２（６）：１１３９１１４４．

ＬＩＫｅ，ＦＡＮＬｉｊｉｎｇ，ＭＩＤｏｎｇｂｏ，ＧＡＯＸｉａｏｆｅｉ，

ＣＨＥＮ Ｈｕａｎｗｅ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ｓｔｒｕ

ｔｕｒ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ｄｉｍ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ｓｓＳｐｅｃ

ｔｒｏｎｅｔ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０，４２（６）：１１３９１１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高校飞，何鹏，陈焕文．常压下水自由基阳离子

与双（２羟乙基）二硫醚作用的质谱研究［Ｊ］．化

学学报，２０１８，７６（１０）：８０２８０６．

ＧＡＯ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ＨＥ Ｐｅｎｇ，ＣＨＥＮ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

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ｂｉｓ（２ｈｙｄｒｏｘｙｅｔｈｙｌ）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ａ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ｓ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ＡｃｔａＣｈｉｍ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７６

（１０）：８０２８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ＤＲＥＷＥＬＬＯＴ，ＬＥＢＲＩＬＬＡＣＢ，ＳＣＨＷＡＲＺ

Ｈ，ｄｅＫＯＮＩＮＧＬＪ，ＦＯＫＫＥＮＳＲ Ｈ，ＮＩＢ

ＢＥＲＩＮＧＮＭ Ｍ，ＡＮＫＬＡＭＥ，ＡＳＭＵＳＫ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ｗｏｃｅｎｔｒｅ，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ｕｌ

ｐｈｕｒｓｕｌｐｈｕｒｂｏｎｄｉｎｔｈｅｇａｓｐｈａ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７（１８）：１３８１１３８３．

［２７］ＪＡＭＥＳＭＡ，ＩＬＬＩＥＳＡ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ｗｏ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Ｓ∴Ｓｂｏｎｄｓｉｎ［狀Ｐｒ２Ｓ∴ＳｎＰｒ２］
＋

ａｎｄ［犻Ｐｒ２Ｓ∴ＳｉＰｒ２］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ｄ

ｄｕｃ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Ｓ／ＭＳｍｅｔａ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ｃｏｌｌｉ

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ｔｈｅａｄｄｕｃｔｓ

［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６，

１００（３９）：１５７９４１５７９９．

［２８］ＷＡＮＧＭ，ＧＡＯＸＦ，ＳＵＩＲ，ＨＥＰ，ＣＨＥＮＧ

ＹＹ，ＬＩＫ，ＭＩＤ，ＺＨＡＮＧＸＰ，ＺＨＡＮＧＸＬ，

ＣＨＥＮ Ｈ，ＣＯＯＫＳＲＧ．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ｗａｔ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ａｍｂｉ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ＣＣＳ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１（３）：３５５９

３５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６；修回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２６）

５４４第４期　　高校飞等：二硫水自由基阳离子复合物中二中心三电子键的质谱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