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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啉基功能化酸性离子液体催化苯酚叔丁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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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吗啉基磺酸功能化离子液体催化苯酚与叔丁醇的烷基化反应．考察不同的功能化离子液体、反应
时间、反应温度、苯酚与叔丁醇的摩尔比以及离子液体的用量等反应条件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并考察了离子液

体的循环使用．研究结果表明离子液体用量为２０％苯酚时，在最佳优化条件下苯酚的转化率和选择性分别为
９２．４％和６４．１％；离子液体重复使用三次，其催化活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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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酚和叔丁醇（ＴＢＡ）的烷基化反应从工业应用
到学术研究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烷基苯酚在工业
上应用非常广泛，主要用于合成树脂、耐用表面涂

层、油漆、打印墨水、表面活性剂、橡胶化学品、抗

氧剂、阻聚剂、杀菌剂、汽油添加剂、润滑油添加

剂、紫外吸收剂和高分子材料的热稳定剂［１～４］．酸
催化剂的酸性强弱对于苯酚与叔丁醇的烷基化的产

物分布有关键性的影响，通常可以通过这个反应来

定性的反映酸催化剂的酸性性质．苯酚由于羟基的
定位效应在动力学上有利于邻位烷基化，但是空间

位阻效应使得在热力学上不利于邻位产物的生成，

因此邻叔丁基苯酚（ｏＴＢＰ）经常异构化为位阻小的
对叔丁基苯酚．（ｐＴＢＰ），这种现象是对于中等强
度的酸催化剂尤为明显，这时的主要烷基化产物是

ｐＴＢＰ；在比较弱的酸催化剂作用下，通常生成醚
化产物（苯基叔丁基醚，ｔＢＰＥ）；而在强酸催化剂
作用下，２，４二叔丁基苯酚（２，４ＤＴＢＰ）是主要的
产物，ｏＴＢＰ和 ｐＴＢＰ在强酸介质中或高温下通常
会异构化为间位产物（ｍＴＢＰ），同时可能会有少量
的２，６二叔丁基苯酚（２，６ＤＴＢＰ）、２，４，６三叔
丁基苯酚（２，４，６ＴＴＢＰ）等生成［１，５，６］．苯酚与叔
丁醇烷基化反应使用的催化剂主要有液体酸（磷

酸、硫酸、氢氟酸、高氯酸等）、金属氧化物、铝盐、

阳离子交换树脂、粘土、中孔材料、沸石、分子筛

和超临界水［１～７］．液体无机酸催化剂易引起设备腐
蚀和环境污染，而固体酸催化剂存在容易积碳失

活，需要活化再生等问题．尽管阳离子交换树脂催
化性能很好，但是其热稳定性较差，使用温度较低

且易结污垢．
室温离子液体（简记 ＲＴＩＬｓ）由于其不挥发性、

无腐蚀性、特殊的溶解性作为环境友好的溶剂或催

化剂在绿色化学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８～１７］．例
如Ｂｒｎｓｔｅｄ酸性离子液体，兼具固体酸的不挥发性
以及液体酸流动性好、酸性位密度高、酸强度分布

均匀等优势，通过设计分子结构来适应不同的催化

反应体系可以取代传统的酸催化材料［１８］．近来关
于离子液体在苯酚与叔丁醇烷基化反应中的应用也

有一些报道［１９～２１］．Ｓｈｅｎ等使用［ｂｍｉｍ］［ＰＦ６］离
子液体为催化剂研究了苯酚和ＴＢＡ的烷基化反应，
得到较高的转化率和 ２，４ＤＴＢＰ选择性［１９］，原因

可能是ＰＦ６
－分解产生氢氟酸催化了反应．因此，这

个体系存在安全和腐蚀问题．此外，Ｓｈｅｎ等没有讨
论离子液体的循环使用．Ｇｕｉ等合成了一系列 ＳＯ３
Ｈ—咪唑功能化离子液体用于苯酚与叔丁醇的烷基
化反应 ［２０，２１］，避免了卤素的腐蚀性问题，并且成

功的实现了催化剂循环使用，但是离子液体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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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最佳优化条件离子液体用量为ｎ（苯酚）∶
ｎ（ＩＬ）＝１∶１５．

我们合成了一类具有较强酸性的含吗啉基的

ＳＯ３Ｈ—功能化离子液体并将它们用于苯酚和 ＴＢＡ
的烷基化反应中．研究了不同 ＳＯ３Ｈ—功能化离子
液体、反应时间、反应温度、反应物的摩尔比以及

离子液体的用量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同时考察了

离子液体的循环使用．吗啉基 ＳＯ３Ｈ—功能化离子
液体的化学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吗啉离子液体结构式
Ｆｉｇ．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ｒｐｈｏｌ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

１实验部分
１．１原料与试剂

甲苯用金属钠通过回流干燥处理，乙腈通过无

水氯化钙干燥１２ｈ后，与氢化钙一起搅拌回流处
理，其它实验所使用的溶剂和化学药品均为市售的

分析纯或化学纯试剂，没有特殊说明的都未进一步

提纯．１，４丁烷磺酸内酯购自武汉风帆化工有限公
司，三氟甲磺酸购自上海常必鑫贸易有限公司．
１．２吗啉磺酸功能化离子液体的制备
１．２．１Ｎ烷基吗啉的制备　　Ｎ己基吗啉和Ｎ癸基
吗啉的合成按文献［２２］相似的方法：将１溴己烷或
１溴癸烷和ＮａＯＨ加入装有冷凝管的三颈瓶中加热
至１３０～１４０℃，吗啡啉溶于适量水中（摩尔比 溴
代烷∶ＮａＯＨ∶吗啡啉∶水＝１∶１１∶１∶８）预热至
６０℃后缓慢滴加至反应瓶中，滴加完毕后，温度降
至１１０℃左右，回流反应６ｈ，反应后的有机相用蒸
馏水洗涤三次，ＭｇＳＯ４干燥后再进行真空干燥，得
到淡黄色液体，ＧＣＭＳ检测为目标产物，产率９２％
～９５％．
１．２．２Ｎ烷基３（丁基４磺酸基）吗啉盐的制备
　　１０ｍｍｏｌＮ烷基吗啉和１１ｍｍｏｌ的１，４丁烷
磺内酯在无水乙腈中搅拌回流反应２４ｈ．反应结束
后所得到的白色固体用乙睛洗涤３次并进行真空干
燥得到雪花状白色固体，收率９４～９９％，此白色固

体易溶于水．
１．２．３ＳＯ３Ｈ—功能化离子液体的制备　　将等摩
尔的三氟甲磺酸逐滴加入到 Ｎ烷基３（丁基４磺
酸）吗啉盐中的无水甲苯溶液，然后于８０℃下搅拌
反应８ｈ，即可得到三氟甲磺酸根为阴离子的磺酸
离子液体．以对甲苯磺酸根为阴离子的离子液体，
是用等摩尔的对甲苯磺酸和 Ｎ烷基３（丁基４
磺酸）吗啉盐，在无水乙醇中回流反应６ｈ得到．以
上所得到的离子液体蒸去溶剂后分别用甲苯和乙醚

洗涤３次，以除去非离子残余物，蒸去可能残留的
溶剂后，进行真空干燥（１２０℃，真空度０１ＭＰａ）．
离子液体的核磁共振谱图是在 ＢｒｕｋｅｒＡＭＸＦＴ４００
ＭＨｚ核磁共振光谱仪上测定的．离子液体谱图数据
如下．

离子液体 Ｉ：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
１６２（ｔ，２Ｈ，Ｊ＝６８Ｈｚ），１７４（ｔ，２Ｈ，Ｊ＝７２
Ｈｚ），２７０（ｔ，２Ｈ，Ｊ＝７２Ｈｚ），２９７（ｓ，３Ｈ），
３２４～３３３（ｍ，６Ｈ），３８３（ｄ，４Ｈ，Ｊ＝７２Ｈｚ）；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１６８５，１９９５，
２１１４，４６９１， ５０００， ５７４９， ５９６９， ６０４１，
６４４７，１１９７１（ｑ，ＪＣＦ＝３１５２，ＣＦ３）．

离子液体 ＩＩ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
０６６（ｔ，３Ｈ，Ｊ＝７２Ｈｚ），０９５（ｔ，２Ｈ，Ｊ＝６８
Ｈｚ），１０９～１１６（ｍ，４Ｈ），１４９（ｔ，２Ｈ，Ｊ＝８４
Ｈｚ），１６１（ｔ，２Ｈ，Ｊ＝７２Ｈｚ），２７５（ｔ，２Ｈ，Ｊ＝
７２Ｈｚ），３２１（ｔ，２Ｈ，Ｊ＝８４Ｈｚ），３２３～３３０
（ｍ，６Ｈ），３８１（ｄ，４Ｈ，Ｊ＝７２Ｈｚ）；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１３２４，１６８３，１９７５，
２０６２，２１１６， ２１７９， ２５１５， ３０４６， ５０００，
５７４８，５８０７，５８９０，６０１４，１１９７１（ｑ，ＪＣＦ ＝
３１５２，ＣＦ３）．

离子液体ＩＩＩ：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
δ０６７（ｔ，３Ｈ，Ｊ＝６４Ｈｚ），０９６（ｔ，２Ｈ，Ｊ＝６８
Ｈｚ），１０５～１１９（ｍ，１２Ｈ），１４９（ｔ，２Ｈ，Ｊ＝８４
Ｈｚ），１６３（ｔ，２Ｈ，Ｊ＝６８Ｈｚ），１７２（ｔ，２Ｈ，Ｊ＝
８４Ｈｚ），２７３（ｔ，２Ｈ，Ｊ＝７２Ｈｚ），３１９（ｔ，２Ｈ，
Ｊ＝８０Ｈｚ），３２５～３３４（ｍ，６Ｈ），３８３（ｄ，４Ｈ，
Ｊ＝７２Ｈｚ）；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
１３７９，１６８４， １９９３， ２１０３， ２１３８， ２２５９，
２６００，２８９２， ２９３０， ２９４３， ３１８５， ５０１３，
５７４８，５８０２，５８９９，６０２０，１１９７１（ｑ，ＪＣＦ ＝
３１５２，ＣＦ３）．

离子液体ＩＶ：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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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１５６（ｔ，２Ｈ，Ｊ＝７６Ｈｚ），１６９（ｔ，２Ｈ，Ｊ＝４４
Ｈｚ），１９４（ｔ，４Ｈ，Ｊ＝８４Ｈｚ），２１６（ｓ，３Ｈ），
２７３（ｔ，２Ｈ，Ｊ＝７６Ｈｚ），２７７（ｓ，３Ｈ），３１０（ｔ，
２Ｈ，Ｊ＝４８Ｈｚ），３２３（ｔ，４Ｈ，Ｊ＝６０Ｈｚ），７１４
（ｄ，２Ｈ，Ｊ＝８４Ｈｚ），７４６（ｄ，２Ｈ，Ｊ＝８０Ｈｚ）；
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１６８６，２０５５，
２１３０，２２０６， ４８０５， ５００７， ５７４９， ６３５０，
６４３９，１２５４２，１２９５５，１３９５８，１４２５３．

离子液体Ｖ：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
０５６（ｔ，３Ｈ，Ｊ＝７２Ｈｚ），０９０（ｔ，２Ｈ，Ｊ＝７２
Ｈｚ），０９２～０９９（ｍ，８Ｈ），１４３（ｔ，２Ｈ，Ｊ＝６０
Ｈｚ），１５０（ｔ，２Ｈ，Ｊ＝７２Ｈｚ），１７１（ｔ，４Ｈ，Ｊ＝
７６Ｈｚ），２０８（ｓ，３Ｈ），２６４（ｔ，２Ｈ，Ｊ＝６０
Ｈｚ），３３８（ｔ，２Ｈ，Ｊ＝７２Ｈｚ），３８５（ｔ，２Ｈ，Ｊ＝
７２Ｈｚ），３９２（ｔ，４Ｈ，Ｊ＝７２Ｈｚ），７１７（ｄ，２Ｈ，
Ｊ＝７６Ｈｚ），７４０（ｄ，２Ｈ，Ｊ＝８０Ｈｚ）；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１３４０，１７００，２０６５，
２１１３，２１８８， ２５１２， ２８３１， ２９１９， ３０４３，
４９０８，４９７３，５０２４，５７５８，１２５５０，１２９５１，
１４０００，１４２３１．

离子液体ＶＩ：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

δ０７４（ｔ，３Ｈ，Ｊ＝７２Ｈｚ），０９９（ｔ，２Ｈ，Ｊ＝７２
Ｈｚ），１０７～１０６（ｍ，１２Ｈ），１４０（ｔ，２Ｈ，Ｊ＝８０
Ｈｚ），１６０（ｔ，４Ｈ，Ｊ＝６８Ｈｚ），１９５（ｔ，４Ｈ，Ｊ＝
８０Ｈｚ）２２０（ｓ，３Ｈ），２７２（ｔ，２Ｈ，Ｊ＝７２Ｈｚ），
２９４（ｔ，２Ｈ，Ｊ＝８０Ｈｚ），３０２（ｔ，２Ｈ，Ｊ＝８８
Ｈｚ），３２７（ｔ，４Ｈ，Ｊ＝７６Ｈｚ），７１４（ｄ，２Ｈ，Ｊ＝
８４Ｈｚ），７５０（ｄ，２Ｈ，Ｊ＝８０Ｈｚ）；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Ｄ２Ｏ，ＴＭＳ）δ１３９５，１６９６，２０６７，
２１４５，２１６４， ２１７３， ２２６４， ２２８８， ２６０８，
２８８８，２９３０， ２９３８， ２９４３， ３１８８， ５０１７，
５７５１，５８８７，５９６９，６２９７，１２５５５，１２９４０，
１４０２０，１４１９２．
１．３烷基化反应

典型的烷基化反应进行如下：将 １０ｍｍｏｌ苯
酚、５～３０ｍｍｏｌＴＢＡ和０１～１０ｍｍｏｌ离子液体加
入一个２０ｍＬ具塞玻璃试管中在反应温度下磁力搅
拌反应１０～５４０ｍｉｎ．产物在 ＨＰ６８９０／５７９３ＧＣＭＳ
上定性分析，在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２０ＧＣ气相色谱仪上定量
分析．反应物和产物浓度由仪器的化学工作站根据
色谱峰面积直接给出，质量分数小于０５％的产物
未计算在内．烷基化的反应方程式如图示１所示．

图式１苯酚与叔丁醇选择性烷基化反应
Ｓｃｈｅｍｅ１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ｌｋ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ａｎｄＴＢＡ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不同离子液体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

首先采用ｎ（苯酚）／ｎ（ＴＢＡ）／ｎ（ＩＬ）＝１０∶１０

∶１进行实验，反应温度为７０℃．表１给出了不同
离子液体对烷基化反应苯酚转化率和产物选择性的

影响．从表１中可知，烷基化反应产物为邻叔丁基
苯酚（ｏＴＢＰ）、对叔丁基苯酚（ｐＴＢＰ）和２，４二叔

表１不同离子液体催化苯酚与ＴＢＡ烷基化反应
Ｔａｂｌｅ１Ａｌｋ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ｗｉｔｈＴＢ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ｓ

Ｅｎｔｒｙ ＩＬ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ｏ
!

ＴＢ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ｐ
!

ＴＢ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２，４

!

ＤＴＢＰ（％）
１ Ｉ ８４．２ ２０．７ ４１．４ ３７．７
２ ＩＩ ８９．１ １９．５ ３９．６ ４０．９
３ ＩＩＩ ９１．６ １８．３ ３９．３ ４２．４
４ ＩＶ ３６．１ ４０．１ ２８．２ ２９．８
５ Ｖ ３８．５ ４１．６ ２４．７ ３１．９
６ ＶＩ ４０．２ ４５．２ ２２．１ ３２．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ｈｅｎｏｌ１０ｍｍｏｌ，ＴＢＡ１０ｍｍｏｌ，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１ｍｍｏｌ，Ｔ＝７０℃，ｔ＝８ｈ

丁基苯酚 （２，４ＤＴＢＰ）．即使在苯酚转化率很高的 情况下，也没有２，６二叔丁基苯酚、苯基叔丁基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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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ＢＰＥ）或间叔丁基苯酚（ｍＴＢＰ）生成．同时，ＧＣ
ＭＳ也没有检测到异丁烯聚合物，这可能是由于反
应温度太低，异丁烯不能聚合．以三氟甲磺酸根
（ＯＴｆ）为阴离子的离子液体（表１，１～３）的催化活
性明显高于以对甲苯磺酸根（ＴｓＯＨ）为阴离子的离
子液体（表１，４～６），这可能是由于 ＯＴｆ阴离子的
酸性远强与ＴｓＯＨ阴离子的酸性，而导致相应的离
子液体的酸性上的差异，说明离子液体阴离子对于

离子液体的催化效果影响比较大．相同的阴离子，
随离子液体烷基Ｃ链的增长，苯酚转化率相应的略
有增加，表明离子液体阳离子的烷基链长度对离子

液体的催化作用影响不大．其中离子液体Ⅲ（表１，
３）的催化效果最佳，苯酚转化率可以达到９１６％，
这时２，４ＤＢＴＰ的选择性为４２４％．此外，离子液
体Ⅰ由于其在有机溶剂中溶解性相对较差使得与产
物分离更加便利．
２．２反应时间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

图２给出了在反应温度为７０℃，ｎ（苯酚）／ｎ
（ＴＢＡ）＝１∶１时离子液体Ⅰ的活性和选择性随反

图２苯酚转化率和产物选择性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Ｐｈｅｎｏ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应时间的变化关系．由图２可知在整个反应过程中
都没有ｔＢＰＥ生成，表明Ｃ烷基化产物不是通过ｔ
ＢＰＥ重排或水解反应得到的．从图 ２还明显的看
出，在反应进行６～８ｈ后催化剂活性和各产物的选
择性基本达到平衡．因此，以后所有的实验数据均
在反应８ｈ时获取．
２．３反应温度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

图３给出了反应温度（４０～８０℃）对离子液体
Ⅰ催化苯酚与叔丁醇烷基化反应的影响．由图３中
可知，苯酚的转化率随反应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但
当反应温度超过５０℃后苯酚转化率变化不大，而
７０℃后苯酚转化率基本不变．因此，合适的反应温
度为５０～７０℃．当反应温度为４０℃到７０℃时，随
着反应温度的升高 ｏＴＢＰ的选择性减小，然而 ２，

４ＤＴＢＰ和ｐＴＢＰ的选择性增大．这可能是由于在

图３苯酚转化率和产物选择性与反应温度的关系
Ｆｉｇ．３Ｐｈｅｎｏ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相对较高的反应温度下 ｏＴＢＰ转化成了 ｐＴＢＰ．考
虑到苯酚的转化率以及产物的分布，最佳的反应温

度是７０℃，在此温度下苯酚的转化率较高，且２，
４ＤＴＢＰ的选择性达到最大值．
２．４反应物的摩尔比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

以离子液体Ⅰ为催化剂，在 ７０℃、８ｈ、ｎ
（ＩＬ）＝１ｍｍｏｌ，ｎ（苯酚）＝１０ｍｍｏｌ的反应条件
下，固定苯酚的物质的量（１０ｍｍｏｌ）改变 ＴＢＡ的物
质的量（５、１０、２０、３０ｍｍｏｌ）来研究反应物的摩
尔比对烷基化反应转化率和选择性的影响，结果如

图４所示．由图４可知，随着ＴＢＡ的物质的量增加，

图４苯酚转化率和产物选择性与
ＴＢＡ加入量的关系

Ｆｉｇ．４Ｐｈｅｎｏ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ＢＡａｄｄｅｄ

苯酚的转化率和２，４ＤＴＢＰ的选择性出现最大值，
而ｏＴＢＰ和ｐＴＢＰ的选择性则出现最小值．这可能
是由于 ＴＢＡ物质的量的增加，一方面反应物增加
有利于生成反应产物，而另一方面又稀释了催化剂

的浓度，在中等酸性介质中易生成 ｏ和 ｐＴＢＰ，而
在强酸性介质中易生成２，４ＤＴＢＰ，所以在两个因
素的共同影响下，出现了当 ｎ（苯酚）／ｎ（ＴＢＡ）＝
１∶２时，苯酚的转化率和２，４ＤＴＢＰ的选择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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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离子液体的用量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
改变离子液体Ⅲ的物质的量，使 ｎ（ＩＬ）分别为

０１、１、２、４、６、８、１０ｍｍｏｌ（ｎ（苯酚）＝ｎ（叔
丁醇）＝１０ｍｍｏｌ），研究其对烷基化反应的影响，
其结果见图５．由图５可知随着离子液体的物质的
量增加，苯酚的转化率增加．ｏＴＢＰ的选择性在 ｎ
（ＩＬ）＝１ｍｍｏｌ处有一个最大值，之后随离子液体
用量的增大一直减小，ｐＴＢＰ的选择性在 ｎ（ＩＬ）＝
２ｍｍｏｌ出现最小值，而２，４ＤＴＢＰ的选择性则出现
最大值，并且开始有少量２，６ＤＴＢＰ生成．这可能
是由于反应体系酸性随离子液体的用量增加，酸性

变强而改变了烷基化产物的分布．例如当 ｎ（ＩＬ）＝
０１ｍｍｏｌ时，ｐＴＢＰ是主要产物（选择性６８５％），
催化体系的酸性属于中等强度，ｎ（ＩＬ）＝２ｍｍｏｌ
时，催化体系的酸性比较强，２，４ＤＴＢＰ的选择性
达到６４１％．由图示结果可知，当ｎ（ＩＬ）＝２ｍｍｏｌ
时 ，苯酚的转化率最高，且此时２，４ＤＴＢＰ的选择
性也最好．

图５苯酚转化率和产物选择性与
离子液体用量的关系

Ｆｉｇ．５Ｐｈｅｎｏ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ＬⅢ

２．６离子液体的循环使用
此外，还考察离子液体重复使用性．在反应结

束后用正己烷萃取 ３次，萃取后的离子液体在
１２０℃下真空干燥２ｈ后循环使用，其结果见表２．
由表２可知离子液体Ⅲ重复利用３次之后，其催化
活性变化很小，表明离子液体可以循环使用．

表２苯酚与ＴＢＡ烷基化反应中离子液体的循环使用
Ｔａｂｌｅ２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ｏｆ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Ⅲ ｉｎｔｈｅａｌｋ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ｌｗｉｔｈＴＢＡ

Ｒｕｎ
Ｃｏｎ．ｏｆｐｈｅｎｏｌ
（％）

Ｓｅｌ．ｏｆｏ
!

ＴＢＰ
（％）

Ｓｅｌ．ｏｆｐ
!

ＴＢＰ
（％）

Ｓｅｌ．ｏｆ２，４
!

ＤＴＢＰ
（％）

Ｓｅｌ．ｏｆ２，６
!

ＤＴＢＰ
（％）

１ ９２．４ １６．４ １８．６ ６３．８ １．２
２ ９１．１ １７．１ １９．５ ６２．９ ０．５
３ ９０．９ １７．１ １９．９ ６２．９ ０．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ｈｅｎｏｌ１０ｍｍｏｌ，ＴＢＡ１０ｍｍｏｌ，ｉｏｎｉｃｌｉｑｕｉｄ＝２ｍｍｏｌ，Ｔ＝７０℃，ｔ＝８ｈ

３结　　论
总之，吗啉基磺酸功能化酸性离子液体作为催

化剂可以有效的催化苯酚与叔丁醇的烷基化反应，

１０％苯酚的离子液体用量即可得到９０％以上的苯
酚转化率，以及中等的２，４ＤＢＴＰ选择性，当ｎ（苯
酚）∶ｎ（叔丁醇）∶ｎ（ＩＬ）＝１０∶１０∶２，反应温度
为７０℃时苯酚有最好的转化率，同时生成 ２，４
ＤＢＴＰ选择性可以达到６４１％．此外，离子液体经
过环己烷萃取产物后，可以循环使用三次以上而保

持催化活性不变．这个研究结果表明用 Ｂｒｎｓｔｅｄ酸
性离子液体作为合成烷基苯酚的催化剂是比较有应

用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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