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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含有推拉电子（ＤＡ）体系的张力环化合物，例如ＤＡ环丙烷，是非常有用的合成砌块，被应用于天然
产物全合成以及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分子的研究中。近年来，本课题组利用手性铜、镍等配合物为催化剂，一

方面发展了一系列高效合成手性ＤＡ环丙烷的新方法；另一方面陆续实现了仲胺、醇、硝酮、氮杂亚胺叶立德、
烯醇硅醚、吲哚等多种亲核试剂与ＤＡ环丙烷的高对映选择性开环／环化反应。本文结合我们课题组工作综
述了ＤＡ环丙烷化合物的不对称合成、开环／环化反应以及动力学拆分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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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推拉电子（ＤＡ）体系的环丙烷化合物是一类在有机合成中非常有用的合成砌块，长期以来一
直受到化学家们的关注。人们发展了许多方法来构建这类环丙烷，特别是手性环丙烷，并使其与各种各

样的亲核试剂发生开环反应，从而合成结构丰富多样的重要化合物分子［１７］。获得高对映选择性的手性

环丙烷主要有２种途径：１）直接通过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合成；２）针对环丙烷外消旋体的动力学拆分。
在手性Ｌｅｗｉｓ酸催化剂的作用下，当亲核试剂对外消旋的ＤＡ环丙烷发生动力学拆分时，可以在获得手
性环丙烷的同时，生成 γ官能团化的不对称开环手性化合物；当 ＤＡ环丙烷与不饱和体系发生形式
［３＋ｎ］反应时，还可以获得手性的环状化合物（图１）。

图１　获得手性环丙烷的对映选择性策略
Ｆｉｇ．１　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ｅｎａｎｔｉｏｐｕｒ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

实现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的途径有很多，其中利用金属卡宾与烯烃发生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是最

直接、最有效的策略之一［８１０］。由于卡宾物种的高度活泼性，人们往往采用重氮化合物、芳基碘叶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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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为卡宾前驱体化合物，与过渡金属化合物原位生成金属卡宾物种，再参与反应。常用的金属有铑、

钌、铜、铱、钴等。重氮化合物上取代基的电子特性对其反应活性有较大的影响。当重氮化合物上无拉

电子稳定基团时，由于其反应活性相当高，保存也比较困难，针对其研究较少［１１］；当重氮化合物上连有

单拉电子取代基（Ⅱ）或者推拉电子取代基（Ⅲ）时，其在室温条件下有一定的稳定性，方便制备和保
存，同时在过渡金属催化下易于生成金属卡宾活性物种，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 ＤＡ环丙烷的合成研究
中；当重氮化合物含有两个拉电子基团（Ⅳ）时，化合物变得十分稳定，往往需要在剧烈条件下才能分
解，从而使得其不对称反应比较困难。人们发现，当使用芳基碘叶立德作为该类重氮化合物的替代物，

可以在较温和的条件下实现金属卡宾物种的生成。这类含有双拉电子基团的金属卡宾物种，例如丙二

酸酯衍生物，与烯烃反应能够生成双酯基ＤＡ环丙烷。这类环丙烷由于其带有两个酯基活化基团，易于
与金属Ｌｅｗｉｓ酸螯合，使得张力环碳碳键更易被活化，容易发生多种形式的转化（图２）。

图２　金属卡宾物种与烯烃的环丙烷化反应
Ｆｉｇ．２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ｃａｒｂｅｎｅｗｉｔｈａｌｋｅｎｅｓ

对于双酯基ＤＡ环丙烷，其发生动力学拆分或者动态动力学拆分，可以作为灵活多变的有机合成
子。通过与亲核试剂的不对称开环和［３＋ｎ］环化反应，这些反应为获得具有光学活性的 γ官能团化的
开环结构Ａ和环状分子Ｂ提供了简洁高效的合成路线。这种开环和环化策略被作为关键步骤，成功地
应用于许多天然产物和药物分子的全合成中（图３）［１２１４］。

图３　ＤＡ环丙烷的开环和环化反应［１２１４］

Ｆｉｇ．３　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１２１４］

１９６６年，Ｎａｚａｋｉ小组［１５１６］报道了用手性水杨醛亚胺与铜配合物催化重氮乙酸乙酯与苯乙烯的不对

称环丙烷化反应。随后，针对烯烃与金属卡宾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取得了长足的进展。Ｐｆａｌｔｚ等［１７１９］

报道了铜／半咕啉催化的烯烃环丙烷化反应并提出了该反应的手性诱导模型；Ｄｏｙｌｅ小组［２０］在铑催化体

系下实现了大位阻酯基铑卡宾与末端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Ｅｖａｎｓ等［２１］利用手性双唑啉／铜催
化体系实现了烯烃与重氮乙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取得了９９％ｅｅ（对映体过量）；Ｋａｔｓｕｋｉ小组［２２］

利用手性联吡啶／铜催化剂实现了反式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虽然对映选择性优秀，但是非对映选择
性不高；随后，他们［２３］又发展了ＩｒＳａｌｅｎ催化剂，实现了顺式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取得了专一的非对
映选择性和８９％ｅｅ；Ｈａｙａｓｈｉ小组［２４］发展了手性双烯配体／铑催化的重氮丙二酸酯和末端烯烃的不对称
反应，合成了手性双酯基ＤＡ环丙烷；Ｃｈａｒｅｔｔｅ小组［２５］报道了铑催化的硝基苯甲酰基重氮与烯烃的不对

称环丙烷化反应；Ｚｈａｎｇ小组［２６］发现手性钴卡宾除了可以跟富电子烯烃反应外，也可以与缺电子烯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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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合成结构丰富多样的手性环丙烷，其中可能经历了自由基中间体历程；Ｍüｌｌｅｒ等［２７］首次报道了手性

铑催化的芳基碘叶立德与末端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实现了手性双酯基 ＤＡ环丙烷对映选择性
合成；Ｃｈａｒｅｔｔｅ小组［２８］发展了铜／苯基双唑啉催化的，硝基乙酸酯现场产生碘叶立德与烯烃的不对称
环丙烷化反应。另一方面，人们发展了许多高效的合成策略和催化体系，用于 ＤＡ环丙烷的开环／环化
反应。例如，Ｋｅｒｒ等［２９］报道了首例三氟甲磺酸镱催化的高压下 ＤＡ环丙烷与吲哚的开环反应；Ｓｉｂｉ
等［３０］发展了首例硝酮与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３］环加成反应；Ｊｏｈｎｓｏｎ等［３１３２］报道了 ＤＡ环丙烷分别与
醛和亚胺发生［３＋２］开环／环化反应，他们发现该反应经历了环丙烷的动态动力学拆分历程；Ｔｒｏｓｔ
等［３３］利用手性钯催化剂实现了烯基环丙烷与亚烷基吖内酯的动态动力学不对称［３＋２］环加成反应；
Ｗａｓｅｒ等［３４３５］发展了氨基环丙烷的动态动力学［３＋２］开环／环化反应；Ｍａｒｕｏｋａ等［３６］利用有机小分子

硫自由基催化剂，实现了烯基环丙烷与烯基醚的开环／环化反应；冯小明等［３７４０］报道了环丙基酮化合物

与伯胺的对映选择性开环／环化反应。本文将针对 ＤＡ环丙烷不对称合成、开环反应、环化反应以及消
旋体ＤＡ环丙烷的动力学拆分，综述本课题组［４１４２］近期利用金属铜和镍与边臂修饰的手性唑啉配体，

原位生成的手性金属配合物作为催化剂，所取得的一些研究进展。

１　烯烃与金属卡宾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
具有光学活性的环丙烷是非常重要结构单元，广泛存在于天然产物、药物和农药分子中。在一定的

条件下，对于含有缺电子芳基和烷基推电子取代基的手性 ＤＡ环丙烷来说，当其发生开环反应的时候，
环丙烷不会发生外消旋化［３１，４６，６０］。因此，人们针对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发展了各种催化体系，用于合

成具有光学活性的环丙烷［１７］。在这些已经报道的方法中，利用金属卡宾与烯烃发生不对称环丙烷化反

应是合成手性ＤＡ环丙烷最高效、最实用的方法之一。
１．１　１，２二取代烯烃与重氮乙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

自从Ｎｏｚａｋｉ等［１５１６］报道了第１例烯烃与重氮化合物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到目前为止，对于各
种各样的末端烯烃，人们已经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不对称合成环丙烷的方法。然而对于内烯烃，由于金属

卡宾对位阻的敏感性，导致其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往往活性不高、选择性难于控制。因此，亟待于发展

更为高效的催化体系，用于实现内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２０１２年，本课题组［４３］发展了边臂修饰

的手性唑啉／铜（ＳａＢＯＸ／Ｃｕ（Ｉ））催化体系，实现了基于 １，２二取代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
（图４）。在温和的反应条件下，无论是顺式还是反式１，２，二取代烯烃都能够高效地转化为相应的
１，２，３三取代ＤＡ环丙烷，并且取得了优秀的非对映选择性和对映选择性。

图４　用于１，２二取代烯烃不对称环丙烷化ＳａＢＯＸ配体［４３］

Ｆｉｇ．４　ＳａＢＯＸｌｉｇａｎｄｓｕｓｅｄｉ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１，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ｏｌｅｆｉｎｓ［４３］

如表１所示［４３］，对于一系列苯环上含有推电子或者拉电子取代基的顺式β甲基苯乙烯底物，不对
称环丙烷化反应可以顺利进行，以７２％～８４％产率，９５／５～９６／４ｄｒ（非对映比）和９２％～９４％ｅｅ得到手
性ＤＡ环丙烷（表１，Ｅｎｔｒｉｅｓ１～４）。二氢萘和吲哚衍生的烯烃也同样适用于该催化体系（Ｅｎｔｒｉｅｓ６～７）。
该催化体系对于空间位阻更大的反式β乙基苯乙烯也同样适用，能够以９３／７ｄｒ和８６％ｅｅ得到相应的
ＤＡ环丙烷（Ｅｎｔｒｙ８）。

另一方面，在２／ＣｕＯＴｆ（三氟甲磺酸亚铜）的催化下，具有光学活性的１，２，３三取代ＤＡ环丙烷可以
通过各种各样的反式１，２二取代烯烃与铜卡宾发生不对称环丙烷化获得（表２［４３］）。对于一系列不同
的反式β甲基苯乙烯衍生物，取代基的位阻和电性对反应的影响较小，均能够取得非对映选择性单一、
对 映选择性优秀的结果（９４％ ～９７％ｅｅ）。位阻更大的反式烯烃和三取代烯烃也同样适用，能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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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顺式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４３］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ｓａｌｋｅｎｅｓ［４３］

Ｅｎｔｒｙ Ａｌｋｅｎｅ Ｙｉｅｌｄ／％ ｄｒ ｅｅ／％

１ ８４ ９６／４ ９２

２ ７８ ９６／４ ９３

３ ７２ ９５／５ ９４

４ ７２ ９５／５ ９３

５ ６０ ９７／３ ８９

６ ９５ ９７／３ ８９

７ ６０ ９７／３ ８６

８ ６６ ９３／７ ８６

＞９９／１ｄｒ和９６％～９８％的ｅｅ值获得目标环丙烷化合物（Ｅｎｔｒｉｅｓ８～１０）。值得一提的是，反式β甲基苯
乙烯的环丙烷化反应可以放大到５０ｍｍｏｌ的规模，在摩尔分数００５％的催化剂载量下，仍能以４４％的
产率和９８％的对映体过量得到６１６ｇ手性环丙烷化合物。这是目前以铜作为催化剂发生烯烃与重氮
化合物环丙烷化反应的最低催化剂载量。

表２　反式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４３］

Ｔａｂｌｅ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ｌｋｅｎｅｓ［４３］

Ｅｎｔｒｙ Ａｌｋｅｎｅ Ｙｉｅｌｄ／％ ｄｒ ｅｅ／％

１ ８９ ＞９９／１ ９６

２ ９９ ＞９９／１ ９６

３ ９６ ＞９９／１ ９４

４ ９６ ＞９９／１ ９７

５ ７３ ＞９９／１ ９６

６ ６０ ＞９９／１ ９６

７ ９７ ９３／７ ９６

８ ６４ ＞９９／１ ９８

９ ８４ ＞９９／１ ９７

１０ ８２ ＞９９／１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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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烯烃与苯基重氮乙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
相较于环丙烷化中常用的单取代重氮乙酸酯类试剂，利用重氮化合物中含有推电子和拉电子两个

取代基的重氮试剂，例如苯基重氮乙酸酯６，发生环丙烷化反应，可以合成出更具官能团化的１，１二取
代ＤＡ环丙烷。在催化剂８／Ｃｕ（Ⅰ）的作用下，烯烃与苯基重氮乙酸酯能够发生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以
优秀的产率、非对映选择性以及对映选择性高效地合成三取代或四取代的手性环丙烷化合物，见图５［４４］。

图５　烯烃与苯基重氮乙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４４］

Ｆｉｇ．５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ｌｋｅｎｅｓｗｉｔｈｐｈｅｎｙｌｄｉａｚｏａｃｅｔａｔｅ［４４］

１．３　烯烃与碘叶立德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
利用烯烃与丙二酸酯衍生的金属卡宾发生不对称催化环丙烷化反应是构建手性１，１双酯基环丙

烷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然而，仅有少数的铑催化的末端烯烃环丙烷化的例子取得了较高的立体选择

性［２４，２７］。本课题组［４５］发展了双边臂修饰的手性唑啉（ＳａＢＯＸ）／铜（９／Ｃｕ（Ⅰ））催化体系，实现了内烯
烃与丙二酸酯衍生的碘叶立德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见图６）。

图６　不对称环丙烷化中的ＳａＢＯＸ配体［４５，４７］

Ｆｉｇ．６　ＳａＢＯＸｌｉｇａｎｄｓｕｓｅｄｉ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４５］

图７　内烯烃的环丙烷化［４５］

Ｆｉｇ．７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ｌｋｅｎ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ｏｕｂｌｅｂｏｎｄ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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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反应具有良好的底物普适性，对于各种各样的二取代、三取代内烯烃反应均能够高效
地发生，以优秀的产率（高达９９％）、专一的非对映选择性以及优秀的对映选择性（高达９９％ｅｅ），获得相
应的手性１，１二酯基环丙烷化合物（见图７）［４５］。

末端烯烃也同样适用于上述催化体系。如表３所示［４５］，无论Ｒ１为在邻位、间位还是对位上带有各
种不同电子特性取代基的芳基，反应均能够顺利地发生，并取得较高的产率和良好到优秀的对映选择性

（８７％～９６％ｅｅ）。

表３　末端烯烃的环丙烷化［４５］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ａｌｋｅｎｅｓｗｉｔｈｐｈｅｎｙｌｉｏｄｏｎｉｕｍｙｌｉｄｅ［４５］

Ｅｎｔｒｙ Ｒ１ Ｙｉｅｌｄ／％ ｅｅ／％

１ ｐＢｒＣ６Ｈ４ ９９ ９５
２ Ｐｈ ８５ ９１
３ ｐＣｌＣ６Ｈ４ ９３ ９５
４ ｐＣＦ３Ｃ６Ｈ４ ９９ ９６
５ ｐＣｌＣＨ２Ｃ６Ｈ４ ７９ ９４
６ ｐＭｅＣ６Ｈ４ ９９ ９２
７ ｏＭｅＣ６Ｈ４ ９９ ９２
８ ｍＭｅＣ６Ｈ４ ９７ ９３
９ ｐＰｈＣ６Ｈ４ ９５ ９２

　　上述方法原料易得，催化剂廉价，并且反应的立体选择性优异，因此在有机合成中具有很好的实用
性。

本课题组［４６］还研究了由丙二酸酯衍生重氮化合物原位生成丙二酸酯铜卡宾，与多取代烯烃的不对

称环丙烷化反应。发现在双边臂取代的唑啉／铜（Ｉ）配合物 Ｃｕ（Ⅰ）／１４催化下，对非末端烯烃可以以
高达９５％的产率和９０％～９５％ｅｅ获得目标１，１双酯基环丙烷类化合物（见图８）。

图８　铜催化丙二酸酯衍生重氮化合物与内烯烃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４６］

Ｆｉｇ．８　Ｃｏｐｐｅｒ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ｏｌｅｆｉｎｓｗｉｔｈｉｄａｚｏｍａｌｏｎａｔｅｓ［４６］

１．４　１，２二取代烯烃与α硝基重氮乙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
硝基环丙烷羧酸酯，作为具有生物活性的α氨基酸环丙烷的前体，是一类重要的化合物。利用烯烃

与硝基金属卡宾发生不对称环丙烷化来合成这类化合物是最高效的方法之一。与其它含有两个拉电子

取代基的重氮化合物类似，硝基重氮乙酸酯生成金属卡宾的活性不高。在过去的研究中，当使用铜催化

剂分解这类重氮时，往往需要苛刻的反应条件，并且环丙烷化反应的产率和立体选择性均并不理想。本

课题组利用边臂修饰的手性唑啉配体与铜生成配合物（１０／ｃｏｐｐｅｒ（Ⅰ））催化剂（图６［４７］），发展了１，２
二取代烯烃与α硝基重氮乙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图９［４７］）。反应具有很好的底物普适性，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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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顺式二取代烯烃都能够顺利的发生，能够以５６％ ～９７％的产率，９４／６～９９／１ｄｒ和９２％ ～
９８％ｅｅ得到相应的手性环丙烷。此方法为合成具有光学活性的α氨基酸环丙烷以及手性非天然氨基酸
衍生物提供了简便的途径。

图９　１，２二取代烯烃与α硝基重氮乙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４７］

Ｆｉｇ．９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１，２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ｏｌｅｆｉｎｓｗｉｔｈαｎｉｔｒｏｄｉａｚｏａｃｅｔａｔｅｓ［４７］

图１０　仲胺对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开环反应［４８４９］

Ｆｉｇ．１０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ｗｉｔｈ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ａｍｉｎｅｓ［４８４９］

２　ＤＡ环丙烷与亲核试剂的不对称开环反应
２．１　与胺类化合物的不对称开环反应

２０１２年，本课题组［４８４９］首次通过仲胺对偕二酯基环丙烷的不对称开环反应，合成了手性 γ芳基γ
氨基酸衍生物。在１８／Ｎｉ（Ⅱ）催化下，开环产物２１能够取得高达９９％的分离产率和９８％ｅｅ。该反应条
件温和，底物范围很广，可以适用于各种芳基、烯基取代的环丙烷１９以及芳基和脂肪仲胺２０（图１０）。
当使用双齿配位的双唑配体以及平面三齿配位的双唑配体／Ｎｉ催化反应时，反应进行的缓慢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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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应，对映体过量最高也只有５８％。而配体１８对该反应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和优秀的手性诱导作
用。该不对称催化反应为合成手性γ氨基酸衍生物提供了有效途径。产物经简单转化便可得到多官能
团化的手性哌啶衍生物和手性γ内酰胺。

这一方法学研究还为实现手性环丙烷的动力学拆分提供了高效的方法。如表４所示［４８４９］，该方法

不仅可以获得９０％～９７％对映体过量的开环产物２１，同时还能够以理想的回收产率拆分得到８８％ ～
９５％对映体过量的具有光学活性的环丙烷（Ｒ）１９。

表４　２取代ＤＡ环丙烷的动力学拆分［４８４９］

Ｔａｂｌｅ４　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ｅｓｔｅｒｓ［４８４９］

Ｅｎｔｒｙ Ｒ２ Ｃｏｎｖ．
（Ｒ）１９ ２１

Ｙｉｅｌｄ／％ ｅｅ／％ Ｙｉｅｌｄ／％ ｅｅ／％
１ Ｐｈ ５７ ４２ ９３ ３９ ９０
２ ｐＣｌＣ６Ｈ４ ５５ ４３ ９５ ４０ ９４
３ ｐＢｒＣ６Ｈ４ ５５ ４６ ９３ ４０ ９７
４ ｐＭｅＣ６Ｈ４ ５０ ４９ ８８ ４６ ９２
５ ｍＭｅＣ６Ｈ４ ５７ ４１ ９３ ４２ ９６

２．２　与醇类化合物、水的不对称开环反应
本课题组基于仲胺对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开环研究，将此方法拓展到了醇类和水作为氧原子亲核

试剂，用于合成手性γ羟基酸及其衍生物。γ羟基酸及其衍生物是一类重要的天然产物以及合成中间
体。例如，γ羟基丁酸（ＧＨＢ）是一种神经药物，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被用作常用麻醉剂，治疗失眠、抑
郁症等。此外，γ羟基酸及其衍生物也是合成取代的五元内酯的重要中间体。利用醇类化合物或者水作
为亲核试剂对ＤＡ环丙烷进行开环具有以下难点：１）与氮原子和碳原子亲核试剂相比，氧原子的亲核性
相对较弱；２）氧原子亲核试剂和手性配体可能发生与Ｌｅｗｉｓ酸配位的竞争，从而对 ＤＡ环丙烷发生开环
反应的反应活性和对映选择性产生不良影响；３）与仲胺亲核试剂相比较，醇类化合物作为亲核试剂，其
立体位阻往往较小，不利于反应的对映选择性控制。特别是以分子体积非常小的水作为亲核试剂时，反

应的立体选择性控制的难度会更大。

本课题组［５０］首先实现了醇类化合物２３对偕二酯基ＤＡ环丙烷２２的不对称开环反应，合成了一系
列具有光学活性的γ羟基酸衍生物。在２５／Ｃｕ（Ⅱ）的催化下，以氟苯作溶剂，反应能够取得高达９３％
的产率和９６％的对映选择性。该反应底物普适性广，对于多种不同类型的醇类化合物，例如苄基醇、烯
丙基醇、炔丙基醇以及多种一级和二级脂肪醇，均能够取得理想的产率和良好到优秀的对映选择性；对

于含有不同取代基的ＤＡ环丙烷，也同样能够在温和的反应条件下取得理想的结果。开环产物经简单
转化可以合成手性的六氢吡喃衍生物以及γ羟基酸酯见图１１。

图１１　醇对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开环反应［５０］

Ｆｉｇ．１１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ｗｉｔｈＡｌｃｏｈｏｌｓ［５０］

在实现了醇类化合物对ＤＡ环丙烷不对称开环反应之后，本课题组［５０］尝试利用水对环丙烷２２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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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进行不对称开环。研究发现，在反应体系中，水的浓度对于环丙烷开环反应的活性影响至关重要：过

多的水会导致催化剂失活，从而影响反应活性；而水的浓度过低则会降低目标反应的速率，从而增加体

系中的副反应。本课题组采用高氯酸铜水合物既作为Ｌｅｗｉｓ酸催化剂也作为体系中水的存储器，利用其
缓释作用调节催化体系中水的浓度，最终实现了水对环丙烷的高活性对映选择性开环。该反应条件温

和，在室温下就能够顺利进行。底物普适性广，对于多种不同的基团，例如芳基、杂环芳基、肉桂基和乙

烯基取代的ＤＡ环丙烷，开环反应均够高效发生，从而以７０％ ～９５％产率和８２％ ～９５％对映体过量得
到开环产物２６（图１２）。该反应为高效合成具有光学活性的一系列γ羟基酸衍生物提供了新的方法。

图１２　水对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开环反应［５０］

Ｆｉｇ．１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５０］

３　ＤＡ环丙烷的［３＋ｎ］环化反应
３．１　与烯醇硅醚的环化反应

２００８年，王忠文小组［５１］首次报道了２取代环丙烷１，１二酯与烯醇硅醚的开环反应。２００９年，本课
题组［５２］发展了ＤＡ环丙烷与烯醇硅醚的反应，通过配体调节催化剂Ｌｅｗｉｓ酸的酸性，实现了开环反应和
［３＋２］环化反应之间的调控。当使用Ｃｕ（ＳｂＦ６）２为催化剂时，烯醇硅醚２７对ＤＡ环丙烷２２发生亲核开
环反应，以高达９２％的产率得到非环状的１，６二羰基化合物２８；当使用Ｃｕ（ＳｂＦ６）２与锌配合物２９为催
化剂时，ＤＡ环丙烷２２与烯醇硅醚２７能够发生［３＋２］环化反应，以高达９９％的产率和高达９６／４的非
对映选择性得到多官能团化的环戊烷产物３０（图１３）。有趣的是，研究发现锌配合物２９不能够催化环
丙烷的［３＋２］环化反应和开环反应。

图１３　烯醇硅醚与ＤＡ环丙烷的反应［５２］

Ｆｉｇ．１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５２］

桥碳上含有羟基官能团的双环［ｎ．３．０］化合物是一大批具有生物生物活性天然产物的核心骨架。
ＤＡ环丁烷和环状烯醇硅醚的［３＋２］环化反应为构建官能团化的环戊烷并环结构提供了高效的方法。
本课题组［５３］运用廉价的金属铜配合物为催化剂，以高达９２％的产率和优秀的非对映选择性合成了一
系列带有多个连续立体中心的、具有［ｎ．３．０］双环结构的化合物３２（图１４）。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现环
丙烷上大位阻的酯基取代基对于反应的非对映选择性控制十分关键。当使用结构刚性的大位阻２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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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酯基时，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通过对照实验以及与北京大学余志祥教授合作进行计算，阐明反应的

高立体选择性产生于反应中分子内关环一步。采用大位阻基团取代的环丙烷酯基以及硅基，均会增加

环化过渡态的能量。这一计算结果与实验现象相符。

图１４　环状烯醇硅醚与ＤＡ环丙烷的［３＋２］环化反应［５３］

Ｆｉｇ．１４　［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ｉｃ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５３］

本课题组［５４］接下来开展了上述反应的不对称催化研究。在手性铜催化剂３４的作用下，合成了一
系列具有光学活性的３α羟基双碳环［ｎ．３．０］化合物（图１５）。从环酮化合物衍生而来的具有５～７元环
的烯醇硅醚底物也被应用于与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２］环化反应中，并取得了理想的产率、＞９９／１
的非对映选择性以及高达９９％ｅｅ。此外，苯并环酮衍生的烯醇硅醚也能顺利反应，能够以８０％～９８％的
产率、＞９９／１ｄｒ和９１％～９４％ｅｅ。这是关于ＤＡ环丙烷与烯醇硅醚的不对称催化［３＋２］环化反应的首
例报道。

图１５　环状烯醇硅醚与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２］环化反应［５４］

Ｆｉｇ．１５　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ｉｃ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５４］

图１６　共轭二烯与ＤＡ环丙烷的［４＋３］环化反应［５５］

Ｆｉｇ．１６　［４＋３］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ｅｎｅｓ［５５］

ＤＡ环丙烷与烯醇硅醚的共轭二烯反应，在前人的报道［５１，５６］中往往只能得到开环产物或者［３＋２］
环化产物。本课题组［５５］发现双唑啉３５和金属铜盐可以催化 ＤＡ环丙烷２２和烯醇硅醚共轭双烯３６
的［４＋３］环化反应。利用共轭的烯醇硅醚作为双烯体，实现了Ｌｅｗｉｓ酸催化的其与推拉电子环丙烷的
［４＋３］环加成反应，为多官能团化的七元环化合物３７的合成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该方法具有广谱的
底物范围，适用于单环七元环的合成，以及［ｎ，５，０］并环化合物的合成，同时还能合成［３．３．２］桥环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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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取得了最高９８％的分离产率和最高８５∶１５的 ｄｒ值。本课题组以边臂修饰的手性唑啉为配体，进
一步研究了铜催化的双烯体与推拉电子环丙烷的不对称［４＋３］环加成反应。通过对配体边臂进行了
详细的研究，发现三唑啉配体２５能够明显地提高反应活性，并具有更好的手性诱导效果。该反应的
底物普适性好，对于环状烯烃和开链烯烃均能顺利进行，取得高达９６％的产率和高达９９％的对映选择
性（见图１６）。

通过１ＨＮＭＲ跟踪实验对机理进行了研究，发现反应是分步进行的，首先生成［３＋２］环化产物，经
过开环后环化到热力学稳定的［４＋３］环化产物。根据上述现象，本课题组［５５］设计了对照实验。发现

［３＋２］环化产物３８ａ在唑啉／铜配合物的催化作用下，能够以８２％的产率转化为［４＋３］环化产物
３７ａ（见图１７）。

图１７　［３＋２］产物到［４＋３］产物的转化［５５］

Ｆｉｇ．１７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３＋２］ｐｒｏｄｕｃｔｔｏ［４＋３］ｐｒｏｄｕｃｔ［５５］

图１８　吲哚对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２］环化反应［５９］

Ｆｉｇ．１８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ｄｏｌｅ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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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与吲哚的环化反应
吲哚及其类似物是许多具有重要生理活性的生物碱都含有的结构单元。吲哚的３位碳原子具有亲

核性，在Ｌｅｗｉｓ酸的作用下，能够对ＤＡ环丙烷发起亲核进攻，得到环丙烷开环产物［５７５８］。本课题组［５９］

利用边臂修饰的手性唑啉配体４１与二价金属铜盐原位生成的手性Ｌｅｗｉｓ酸为催化剂，实现了吲哚与
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２］环化反应。对于含有多种不同取代基的吲哚类化合物以及不同的 ＤＡ环丙
烷，反应都能够顺利进行，从而以理想的产率得到具有优秀的非对映选择性（高达 ＞５０／１ｄｒ）和对映选
择性（高达９６％ｅｅ）的环戊烷化产物（见图１８）。

应用上述反应方法学，以吡咯并吲哚４２为底物与２吲哚ＤＡ环丙烷反应，可以９６％产率，＞９９／１ｄｒ
和９５％ｅｅ方便的构建天然产物ｂｏｒｒｅｖｅｒｉｎｅ的四环核心骨架（图１９）［５９］。

图１９　合成Ｂｏｒｒｅｖｅｒｉｎｅ的核心骨架［５９］

Ｆｉｇ．１９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ｂｏｒｒｅｖｅｒｉｎｅ［５９］

有趣的是，当使用２甲基取代吲哚４５时，未检测到［３＋２］环化产物，只得到环丙烷开环的产物４６，
产率为８０％，对映体过量值为９２％ｅｅ（图２０）［５９］。

图２０　２甲基吲哚与ＤＡ环丙烷的开环反应［５９］

Ｆｉｇ．２０　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ｗｉｔｈ２ｍｅｔｈｙｌｉｎｄｏｌｅ［５９］

本课题组［６０］还研究了ＤＡ环丙烷和吲哚的分子内立体选择性［３＋２］环化反应，在配合物Ｃｕ（Ⅱ）／
４７的催化作用下，构建了一系列四环螺吲哚啉骨架。研究发现 ＤＡ环丙烷上的酯基取代基能够对反应
的立体选择性实现调控（表５）。通过选择不同的酯基，能够以优秀的非对映选择性分别得到４９（ｔｒａｎｓ

表５　吲哚与ＤＡ环丙烷的分子内立体选择性［３＋２］环化反应［６０］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ｄｏｌｅｓ［６０］

Ｅｎｔｒｙ Ｒ１ Ｒ２ Ｙｉｅｌｄ／％ ｄｒ（４９／５０）

１ Ｈ Ｅｔ ８３ ８３／１７
２ Ｈ Ｍｅ ８７ ７４／２６
３ Ｈ ｎＨｅｘ ７７ ７８／２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ｏｎｎｅｘｔｐ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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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ｐａｇｅ

Ｅｎｔｒｙ Ｒ１ Ｒ２ Ｙｉｅｌｄ／％ ｄｒ（４９／５０）

４ Ｈ ｉＰｒ ７７ ９０／１０
５ Ｈ ｃＨｅｘ ８３ ８８／１２
６ Ｈ ３Ｐｅｎｔ ４５ ８９／１１
７ Ｈ ｔＢｕ ｔｒａｃｅ －
８ Ｈ １Ａｄ ｔｒａｃｅ －
９ Ｈ ＣＨ２ｔＢｕ ６４ １５／８５
１０ Ｈ ＣＨ２１Ａｄ ５２ ９／９１
１１ Ｈ ２Ａｄ ６１ ６／９４
１２ ＣＨ３ ｉＰｒ ８５ ８４／１６
１３ ＣＨ３ ２Ａｄ ７９ ５／９５

产物）和５０（ｃｉｓ产物）两种不同的螺吲哚啉化合物。当环丙烷上酯基为异丙酯时，可以以最高７７％的分
离产率和＞９０／１０的非对映选择性得到 ｔｒａｎｓ产物（Ｅｎｔｒｙ４）；当环丙烷上酯基为２金刚烷酯时以最高
７９％的分离产率和最高５／９５的非对映选择性得到ｃｉｓ产物（Ｅｎｔｒｙ１３）。当使用光学纯的原料时，可以得
到手性完全保留的具有光学活性的螺环吲哚啉产物，并且反应的非对映选择性保持不变（图２１）［６０］。为
了更深入的理解反应选择性产生的原因，本课题组和Ｈｏｕｋ小组合作，对反应过程进行了ＤＦＴ计算。通
过计算发现，由于异丙酯和吲哚附芳香环之间有微弱的吸引作用，使得ＴＳ１ｔｒａｎｓ能量较低，有利于ｔｒａｎｓ
产物的生成；而当使用２金刚烷酯时，由于位阻原因，使得ＴＳ１ｔｒａｎｓ能量较高，有利于ｃｉｓ产物的生成。

图２１　从光学纯底物合成手性四环螺吲哚啉［６０］

Ｆｉｇ．２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ｒａｌ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ｃｓｐｉｒｏｉｎｄｏｌｉｎｅｓｆｒｏｍ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ｐｕｒｅ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６０］

Ｋｅｒｒ等［６２６３］利用吲哚与ＤＡ环丙烷先发生开环反应再发生Ｃｏｎｉａｅｎｅ环化反应，发展了一种简洁高
效地合成四氢咔唑类化合物的方法。最近，本课题组［６１］实现了ＤＡ环丙烷１３与２炔基吲哚５１的对映
选择性［３＋３］环化反应，“一锅法”合成了具有光学活性的１，２，３，４四氢咔唑化合物５２。在手性 Ｌｅｗｉｓ
酸催化剂５３／Ｃｕ（ＯＴｆ）２的作用下，吲哚对ＤＡ环丙烷的亲核开环能够顺利进行，继而以 ＩｎＣｌ３作为 Ｌｅｗｉｓ
酸，在加热条件下发生Ｃｏｎｉａｅｎｅ环化反应。通过对溶剂、金属、配体、ＤＡ环丙烷酯基大小及吲哚氮上取
代基的类型的研究，最终能够以高达８７％的产率和９３％ｅｅ得到目标产物。该反应原料简单易得，具有
良好的底物普适性（图２２）。

对于推电子基团位点含有两个取代基的ＤＡ环丙烷（四取代 ＤＡ环丙烷），目前也有一些研究的报
道［６４７１］。当该类ＤＡ环丙烷发生亲核开环反应时，能够产生新的季碳中心。在 Ｃｕ（Ⅱ）／３５为催化剂的
条件下，本课题组［７２］首次实现了吲哚与四取代ＤＡ环丙烷５４的［３＋２］环加成反应。该反应条件温和，
底物普适性好。对芳环上含有不同取代基的吲哚、色醇、色胺均能以优秀的产率和中等到优秀的非对映

选择性（７０／３０～＞９５／５ｄｒ）得到四氢吲哚的衍生物５５。对于噻吩基、呋喃基、肉桂基、邻苯二甲酰胺基
取代的ＤＡ环丙烷，反应也均能够顺利的进行，取得优秀的产率和中等到优秀的非对映选择性（７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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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２炔基吲哚与ＤＡ环丙烷的对映选择性［３＋３］环化反应［６１］

Ｆｉｇ．２２　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３＋３］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２ａｌｋｙｎｙｌｉｎｄｏｌｅｓ［６１］

＞９５／５ｄｒ）。用该策略可以高效构建吲哚并五元碳环结构，能够在五元环上一次性地引入３个甚至４个
连续的季碳中心（图２３）。

图２３　吲哚与四取代ＤＡ环丙烷的［３＋２］环化反应［７２］

Ｆｉｇ．２３　［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ｌｅｓｗｉｔｈ１，１，２，２ｔｅｔｒａ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７２］

３．３　与１，３偶极子的［３＋３］环加成反应
硝酮、氮杂亚胺叶立德等１，３偶极子均能与ＤＡ环丙烷发生１，３偶极环加成反应。本课题组致力于

发展ＤＡ环丙烷与１，３偶极子的不对称环加成反应，用于构建多种具有高合成价值的杂环化合物。在本
课题组的研究过程中，Ｓｉｂｉ等［３０］于２００５年使用手性镍催化剂，简洁高效地实现了环丙烷与硝酮的首次
不对称［３＋３］环加成反应。当他们使用含有拉电子活化基团的环丙烷时，能够以高达９９％的产率和
９５％的对映体过量值获得［３＋３］环加成产物。然而，当他们使用ＤＡ环丙烷时，尽管反应仍然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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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产率和对映选择性，反应的非对映选择性却并不理想（０８／１～１４／１ｄｒ）。２００７年，本课题组［７３］

发展了一种手性假Ｃ３对称的三唑啉／镍（ＩＩ）催化剂体系，用于催化２取代环丙烷１，１二酯类化合物
与硝酮５６的环加成反应，最高可获得９３／７ｄｒ和８０％～９７％的对映体过量值（图２４）。该催化体系还能
用于ＤＡ环丙烷的动力学拆分，获得具有优秀的对映体过量值的手性环丙烷化合物。本课题组通过上
述发展的不对称［３＋３］环加成反应，以及环丙烷的动力学拆分／环加成串联反应，为简洁高效地合成手
性四氢１，２嗪的两种对映异构体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图２４　硝酮与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３］环加成反应［７３］

Ｆｉｇ．２４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３＋３］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ｎｉｔｒｏｎｅｓ［７３］

图２５　氮杂亚胺叶立德与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３］环加成反应［７４］

Ｆｉｇ．２５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３＋３］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ａｚｏｍｅｔｈｉｎｅｉｍｉｎｅｓ［７４］

二氢和四氢异喹啉（喹啉）是一类重要的合成中间体，这些结构单元广泛存在于生物碱和其他类型

的生物活性分子中。利用手性ＩｎＴＯＸ（１８）／Ｎｉ（Ⅱ）配合物催化剂首次实现了氮杂亚胺叶立德５９与偕
二酯基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催化的［３＋３］环化反应，可以最高９９％的产率、高达９５／５ｄｒ和９７％的对映
体过量获得新颖的６，６，６三环二氢异喹啉衍生物，并且产物在还原剂 ＮａＢＨ３ＣＮ的作用下可以方便地

１５０１　第９期 王丽佳等：推拉电子体系环丙烷的不对称合成及其对映选择性开环／环化反应研究进展



转化成四氢异喹啉衍生物６０（图２５）［７４］。
在ＩｎＴＯＸ（１８）／Ｎｉ（Ⅱ）的催化下，本课题组［７４］研究了在最佳的反应条件下，不同的芳香氮杂亚胺

叶立德底物与对甲氧基苯基取代的双酯基环丙烷的［３＋３］环化反应。如表６所示，异喹啉环上甲基的
位置对反应的立体选择性略有影响，当使用底物５９ｂ和５９ｃ的时候，反应均能以理想的产率、优秀的非
对映选择性和对映选择性得到目标产物（产率８５％ ～９４％、９２／８～＞９５／５ｄｒ和８６％ ～９６％ｅｅ，表６，
Ｅｎｔｒｉｅｓ２～３）。此外，该催化体系对于喹啉类底物５９ｅ～５９ｆ也能够适用，尽管反应的非对映选择性不够
理想，仍然能够以优秀的产率和对映选择性得到［３＋３］环化产物（表６，Ｅｎｔｒｉｅｓ５～６）。

表６　芳香氮杂亚胺叶立德与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３＋３］环加成反应的底物范围［７４］

Ｔａｂｌｅ６　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３＋３］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ｚｏｍｅｔｈｉｎｅｉｍ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７４］

Ｅｎｔｒｙ ５９ Ｔｉｍｅ／ｈ Ｙｉｅｌｄ／％ ｄｒ（ｃｉｓ／ｔｒａｎｓ） ｅｅ／％

１ ５９ａ ７ ９１ ＞９５／５ ９４
２ ５９ｂ ９ ９４ ＞９５／５ ９６
３ ５９ｃ ９ ８５ ９２／８ ８６
４ ５９ｄ ９ ８１ ７５／２５ ８８／８６
５ ５９ｅ ５．５ ９２ ４２／５８ ９０／９５
６ ５９ｆ １４ ９９ ５８／４２ ８８／９１

　　在该反应中，本课题组［７４］发现手性三唑啉配体１８的边臂对于取得高对映选择性是至关重要的。
在氮杂亚胺叶立德上引入三氟甲基能够加快反应速度和提高反应的对映选择性。研究发现，对于苯基

以及相对缺电子芳环取代的偕二酯基ＤＡ环丙烷的［３＋３］环化反应是不对称动力学拆分过程；而对于
富电子芳环取代的偕二酯基ＤＡ环丙烷存在不对称动态动力学过程。通过对该反应过程和立体诱导模
型进行了详细的ＤＦＴ理论计算，解释了高立体选择性的成因和配体边臂的作用。

４　结论与展望
在过去的１０年间，本课题组发展了一系列 ＤＡ环丙烷的不对称合成方法以及不对称开环、环化方

法。利用手性铜（Ⅰ）与重氮化合物、碘叶立德等卡宾前体原位生成金属铜卡宾物种与多取代烯烃发生不
对称环丙烷化反应；利用手性铜（Ⅱ）、镍（Ⅱ）催化剂，发展了胺、醇、水、硝酮、氮杂亚胺叶立德、烯醇硅
醚和吲哚等各种各样的亲核试剂对 ＤＡ环丙烷发生立体选择性开环、环化反应。这些方法为构建结构
多样性的有用的手性骨架，例如具有光学活性的α氨基酸环丙烷、γ官能团化羰基化合物以及具有多个
手性中心的杂环化合物等。然而，在 ＤＡ环丙烷的成环、开环、环化领域仍然存在这一些尚未解决的挑
战。例如，四取代烯烃环丙烷化反应的活性和立体选择性控制仍然是一个挑战；当 ＤＡ环丙烷的推电子
取代基为烷基时，其不对称开环反应仍然较为困难；对于含有一个拉电子取代基的 ＤＡ环丙烷，利用
Ｌｅｗｉｓ催化的不对称开环反应仍然未能有效解决［７５］。与此同时，ＤＡ环丙烷发生动态动力学拆分途径的
不对称开环反应仍然局限于富电子的取代基，例如对甲氧基苯基、烷氧基等。上述问题需要化学家们发

展新型的催化剂体系和新的反应策略来解决。此外，本课题组期望本文所综述的不对称催化反应能够

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天然产物全合成以及重要手性药物分子的合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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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１］Ｄａｎｉｓｈｅｆｓｋｙ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ｉｌ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ＡｃｃＣｈｅｍＲｅｓ，１９７９，１２（２）：６６７２．
［２］ＲｅｉｓｓｉｇＨＵ．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ＴｏｐＣｕｒｒ

Ｃｈｅｍ，１９８８，１４４：７３１３５．
［３］ＹｕＭ，ＰａｇｅｎｋｏｐｆＢＬ．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２００５，６１（２）：３２１３４７．
［４］ＷａｓｅｒＪ，ＤｅＳｉｍｏｎｅＦ．Ｃｙｃ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ｙｌ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ｓａｎｄＩｍｉｎｅｓ［Ｊ］．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２００９，

（２０）：３３５３３３７４．
［５］Ｍｅｌ＇ｎｉｋｏｖＭＹ，ＢｕｄｙｎｉｎａＥＭ，ＩｖａｎｏｖａＯＡ，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ｉｎｇＦｏｒｍ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Ｍｅｎｄｅｌｅｅｖ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１，２１（６）：２９３３０１．
［６］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ＴＦ，ＫａｓｃｈｅｌＪ，ＷｅｒｚＤＢ．ＡＮｅｗＧｏｌｄｅｎＡｇｅｆｏｒ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
２０１４，５３（２２）：５５０４５５２３．

［７］ＧｒｏｖｅｒＨＫ，ＥｍｍｅｔｔＭＲ，ＫｅｒｒＭＡ．Ｃａｒｂｏｃｙ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ＯｒｇＢｉｏｍ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１５，１３
（３）：６５５６７１．

［８］ＬｅｂｅｌＨ，ＭａｒｃｏｕｘＪＦ，ＭｏｌｉｎａｒｏＣ，ｅｔａｌ．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ＣｈｅｍＲｅｖ，２００３，１０３（４）：９７７
１０５０．

［９］ＭｕｌｌｅｒＰ．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ｆＣａｒｂｅｎｅｓｗｉｔｈＰｈｅｎｙｌｉｏｄｏｎｉｕｍＹｌｉｄｅｓ［Ｊ］．ＡｃｃＣｈｅｍＲｅｓ，２００４，３７（４）：２４３２５１．
［１０］ＰｅｌｌｉｓｓｉｅｒＨ．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Ｊ］．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２００８，６４（３０／３１）：７０４１７０９５．
［１１］Ｐｆａｌｔｚ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Ｍ］．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ＥＮ，ＰｆｌａｔｚＡ，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Ｈ，Ｅｄｓ．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９，ＩＩ：５１３．
［１２］ＲｅｉｓｓｉｇＨＵ，ＺｉｍｍｅｒＲ．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Ｊ］．ＣｈｅｍＲｅｖ，２００３，１０３（４）：１１５１１１９６．
［１３］ＣａｒｓｏｎＣＡ，ＫｅｒｒＭＡ．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Ｊ］．ＣｈｅｍＳｏｃＲｅｖ，

２００９，３８（１１）：３０５１３０６０．
［１４］ＲｅｉｓｓｉｇＨＵ，ＺｉｍｍｅｒＲ．Ｔｈｒｉｌ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Ｃｙｃｌｏｂｕｔａ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５，５４（１７）：５００９５０１１．
［１５］ＮｏｚａｋｉＨ，ＭｏｒｉｕｔｉＳ，ＴａｋａｙａＨ，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ｒｂｅｎｏｉ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ａＤｉｓ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ｏｐｐｅｒ

Ｃｈｅｌａｔｅ［Ｊ］．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Ｌｅｔｔ，１９６６，（４３）：５２３９５２４０．
［１６］ＮｏｚａｋｉＨ，ＴａｋａｙａＨ，ＭｏｒｉｕｔｉＳ，ｅｔａ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ａｚｏ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ｂｙＣｏｐｐｅｒＣｈｅｌａｔｅｓ

［Ｊ］．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１９６８，２４（９）：３６５５３６５６．
［１７］ＦｒｉｔｓｃｈｉＨ，ＬｅｕｔｅｎｅｇｇｅｒＵ，ＰｆａｌｔｚＡ．Ｃｈｉｒ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Ｓｅｍｉｃｏｒｒ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ａｓ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ｆｏｒｔｈｅ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ｌｅｆｉｎｓｂｙＤｉａｚｏ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１９８６，２５（１１）：１００５１００６．
［１８］ＦｒｉｔｓｃｈｉＨ，ＬｅｕｔｅｎｅｇｇｅｒＵ，ＳｉｅｇｍａｎｎＫ，ｅｔａｌ．Ｓｅｍｉｃｏｒｒｉｎ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ａｓ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ａｒｔ１．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ＣｈｉｒａｌＳｅｍｉｃｏｒｒｉｎＬｉｇａｎｄ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Ｊ］．Ｈｅｌｖ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１９８８，７１（６）：１５４１１５５２．
［１９］ＦｒｉｔｓｃｈｉＨ，ＬｅｕｔｅｎｅｇｇｅｒＵ，ＰｆａｌｔｚＡ．ＳｅｍｉｃｏｒｒｉｎＭ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ａｓ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Ｐａｒｔ２．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Ｏｌｅｆｉ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ｚｏ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Ｃｈｉｒａｌ（Ｓｅｍｉｃｏｒｒｉｎａｔｏ）Ｃｏｐｐ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Ｊ］．
Ｈｅｌｖ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１９８８，７１（６）：１５５３１５６５．

［２０］ＤｏｙｌｅＭＰ，ＢａｇｈｅｒｉＶ，ＷａｎｄｌｅｓｓＴＪ，ｅｔａｌ．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ＨｉｇｈＴｒａｎｓ（Ａｎｔｉ）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１９９０，１１２（５）：１９０６１９１２．

［２１］ＥｖａｎｓＤＡ，ＷｏｅｒｐｅｌＫＡ，ＨｉｎｍａｎＭ Ｍ，ｅｔａｌ．Ｂｉｓ（ｏｘａｚｏｌｉｎｅｓ）ａｓＣｈｉｒａｌＬｉｇａｎｄｓｉｎＭ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ｌｅｆｉｎ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１９９１，１１３（２）：７２６７２８．

［２２］ＩｔｏＫ，ＫａｔｓｕｋｉＴ．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ＯｌｅｆｌｎｓＵｓｉｎｇａＣｏｐｐ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ｆ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Ｂｉ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ａｓ
ａ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Ｓｙｎｌｅｔｔ，１９９３，（９）：６３８６４０．

［２３］ＳｕｅｍａｔｓｕＨ，ＫａｎｃｈｉｋｕＳ，ＵｃｈｉｄａＴ，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ｙｌｉｒｉｄｉｕｍＳａｌｅ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ＥｎａｎｔｉｏａｎｄＣｉ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Ｎｏｎ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Ｏｌｅｆｉｎ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０８，１３０（３１）：１０３２７１０３３７．

［２４］ＮｉｓｈｉｍｕｒａＴ，ＭａｅｄａＹ，ＨａｙａｓｈｉＴ．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ｅｎ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Ｄｉａｚｏｍａｌｏｎａｔ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
ＣｈｉｒａｌＤｉｅｎｅＲｈｏｄｉｕｍ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０，４９（４０）：７３２４７３２７．

［２５］ＺｈｕＳ，ＰｅｒｍａｎＪＡ，ＺｈａｎｇＸＰ．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Ｄｉａｚｏ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ｆｏｒＣａｒｂ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Ｃｏｂａｌｔ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Ｚ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ｅｎｅｓｗｉｔｈαＮｉｔｒｏｄｉａｚｏａｃｅｔａｔ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０８，４７（４４）：８４６０８４６３．

［２６］ＬｉｎｄｓａｙＶＮＧ，ＮｉｃｏｌａｓＣ，ＣｈａｒｅｔｔｅＡＢ．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ｈ（Ⅱ）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ｅｎ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Ｄｉａｚ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ｐＭｅｔｈ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Ｋｅｔｏｎｅａ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１，１３３
（２３）：８９７２８９８１．

［２７］ＭｌｌｅｒＰ，ＧｈａｎｅｍＡ．Ｒｈ（Ⅱ）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ｌｅｆｉ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ＭａｌｏｎａｔｅｖｉａｉｎＳｉｔｕ

３５０１　第９期 王丽佳等：推拉电子体系环丙烷的不对称合成及其对映选择性开环／环化反应研究进展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ＰｈｅｎｙｌｉｏｄｏｎｉｕｍＹｌｉｄｅ［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０４，６（２３）：４３４７４３５０．
［２８］ＭｏｒｅａｕＢ，ＣｈａｒｅｔｔｅＡ Ｂ．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α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ｂｙｔｈｅ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ｅ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ＩｏｄｏｎｉｕｍＹｌｉｄ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ＭｅｔｈｙｌＮｉｔｒｏａｃｅｔａｔｅ［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０５，１２７
（５１）：１８０１４１８０１５．

［２９］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Ｐ，ＫｅｒｒＭＡ．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ｄｏｌｅ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ＹｔｔｅｒｂｉｕｍＴｒｉｆｌａｔｅ［Ｊ］．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Ｌｅｔｔ，１９９７，３８（３４）：５９４９５９５２．

［３０］ＳｉｂｉＭＰ，ＭａＺ，ＪａｓｐｅｒｓｅＣＰ．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ｏｎｅｓｔ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
２００５，１２７（１６）：５７６４５７６５．

［３１］ＰａｒｓｏｎｓＡＴ，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Ｓ．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ｓ：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３＋２］
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ｃｅｍｉｃ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ｎｄ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０９，１３１（９）：３１２２３１２３．

［３２］ＰａｒｓｏｎｓＡＴ，ＳｍｉｔｈＡＧ，ＮｅｅｌＡＪ，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ｉｎｅｓｆｒｏｍＲａｃｅｍｉｃ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ｎｄＡｌｄｉｍｉｎｅ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ｔｉｃ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０，１３２（２８）：
９６８８９６９２．

［３３］ＴｒｏｓｔＢＭ，ＭｏｒｒｉｓＰＪ．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ａｎｄ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ａｎ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Ｆｏｒｍａｌ［３＋２］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ｎｙｌ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ｎｄＡｌｋｙｌｉｄｅｎｅＡｚｌａｃｔｏｎｅｓ［Ｊ］．
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１，５０（２７）：６１６７６１７０．

［３４］ｄｅＮａｎｔｅｕｉｌＦ，ＷａｓｅｒＪ．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ｙｌａｍｉｎ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１，５０（５０）：１２０７５１２０７９．

［３５］ｄｅＮａｎｔｅｕｉｌＦ，ＳｅｒｒａｎｏＥ，ＰｅｒｒｏｔｔａＤ，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３＋２］ 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Ａ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４，１３６（１７）：６２３９６２４２．

［３６］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Ｔ，ＫａｗａｍａｔａＹ，ＭａｒｕｏｋａＫ．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Ｔｈｉｙ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Ｃｈｅｍ，
２０１４，６（８）：７０２７０５．

［３７］ＸｉａＹ，ＬｉｕＸＨ，ＺｈｅｎｇＨ Ｆ，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ｐｙｒｒｏｌｅｓｂｙ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ｙｃ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ｙｌＫｅｔｏｎｅｓＵｓｉｎｇ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ｍｉｎ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５，５４（１）：２２７２３０．

［３８］ＸｉａＹ，ＬｉｎＬ，ＣｈａｎｇＦ，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ｙｌＫｅｔｏｎ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ｉｏ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ｉｃＡｃｉｄ
Ｎｕｃｌｅｏｐｈｉｌｅ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ａＣｈｉｒａｌＮ，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Ｓｃａｎｄｉｕｍ（Ⅲ）Ｃｏｍｐｌｅｘ［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５，５４（４６）：
１３９５２１３９５６．

［３９］ＸｉａＹ，ＬｉｎＬ，ＣｈａｎｇＦ，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ｙｃ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ｏＭａｎｎｉｃｈ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ｙｌＫｅｔｏｎｅｓｗｉｔｈ
Ａｒｙｌ１，２Ｄｉａｍ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Ｂｅｎｚ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６，５５（４０）：１２２２８１２２３２．

［４０］ＦｕＸ，ＬｉｎＬＬ，ＸｉａＹ，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３＋３］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Ｍｅｒｃａｐｔｏａｃｅｔ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Ｊ］．
ＯｒｇＢｉｏｍ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１６，１４（２５）：５９１４５９１７．

［４１］ＬｉａｏＳ，ＳｕｎＸＬ，ＴａｎｇＹ．ＳｉｄｅＡ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Ｄｅｓｉｇｎ：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Ｂｉｓｏｘａｚｏ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Ｊ］．ＡｃｃＣｈｅｍＲｅｓ，２０１４，４７（８）：２２６０２２７２．

［４２］ＷａｎｇＬ，ＴａｎｇＹ．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ｎｄＣｙｃｌｏｂｕｔａｎｅｓ［Ｊ］．ＩｓｒＪ
Ｃｈｅｍ，２０１６，５６（６／７）：４６３４７５．

［４３］ＬｉＪ，ＬｉａｏＳＨ，ＸｉｏｎｇＨ，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ｌｙ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ａｎｄ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２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Ａｌｋｅｎｅｓ［Ｊ］．
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２，５１（３５）：８８３８８８４１．

［４４］ＸｕＺＨ，ＺｈｕＳＮ，ＳｕｎＸ Ｌ，ｅｔａｌ．Ｓｉｄｅａ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ｋｅｎｅｓｗｉｔｈ
Ａｒｙｌｄｉａｚｏａｃｅｔａｔｅ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Ｔｒｉｓｏｘａｚｏｌｉｎｅ／Ｃｕ（Ⅰ）［Ｊ］．Ｃｈ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０７，（１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２．

［４５］ＤｅｎｇＣ，ＷａｎｇＬＪ，ＺｈｕＪ，ｅｔａｌ．ＡＣｈｉｒａｌＣａｇｅｌｉｋｅＣｏｐｐｅｒ（Ⅰ）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１，１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ｅｓｔｅｒ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２，５１（４６）：１１６２０１１６２３．

［４６］ＤｅｎｇＣ，ＬｉｕＨ Ｋ，ＺｈｅｎｇＺＢ，ｅｔ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Ｏｌｅｆｉｎｓｗｉｔｈ
Ｄｉａｚｏｍａｌｏｎａｔｅｓ［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７，１９（２１）：５７１７５７１９．

［４７］ＦｅｎｇＬＷ，ＷａｎｇＰ，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Ｃｏｐｐｅｒ（Ⅰ）／ＳａＢＯＸ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ｉｇｈｌｙ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ａｎｄ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ｉｓ１，２Ｄｉ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ＯｌｅｆｉｎｓｗｉｔｈαＮｉｔｒｏｄｉａｚｏａｃｅｔａｔｅｓ［Ｊ］．ＳｃｉＢｕｌｌ，２０１４，６０（２）：２１０２１５．

［４８］ＺｈｏｕＹＹ，ＷａｎｇＬＪ，ＬｉＪ，ｅｔａｌ．ＳｉｄｅＡｒｍ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Ｋｉ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Ａｍｉｎｅ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２，１３４（２２）：９０６６９０６９．

［４９］ＫａｎｇＱ，ＷａｎｇＬ，ＺｈｅｎｇＺ，ｅｔａｌ．Ｓｉｄｅａｒｍａｓ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Ｃｈｅｍ，２０１４，３２（８）：６６９６７２．

［５０］ＫａｎｇＱＫ，ＷａｎｇＬ，ＬｉｕＱＪ，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Ｈ２ＯＮｕｃｌｅｏｐｈｉｌ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ａ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５，１３７（４６）：１４５９４１４５９７．

［５１］ＦａｎｇＪ，ＲｅｎＪ，ＷａｎｇＺＷ．Ｓｃ（ＯＴｆ）３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ＳｍｏｏｔｈＴａｎｄｅｍ［３＋２］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１，１Ｄｉｅｓ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Ｊ］．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Ｌｅｔｔ，２００８，４９（４７）：６６５９６６６２．

４５０１ 应 用 化 学　　　　　　　　　　　　　　　　　　　第３５卷　



［５２］ＱｕＪＰ，ＤｅｎｇＣ，ＺｈｏｕＪ，ｅｔａｌ．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
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ａｎｅｓａｎｄ１，６Ｄｉ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Ｊ］．ＪＯｒｇＣｈｅｍ，２００９，７４（２０）：７６８４７６８９．

［５３］ＱｕＪＰ，ＬｉａｎｇＹ，ＸｕＨ，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ｌｙ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ｓｅｄＣａｒｂｏｃｙｃｌｅｓｆｒｏｍ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１，１
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ｙｃｌｉｃ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Ｓｃｏｐ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ＣｈｅｍＥｕｒＪ，２０１２，
１８（８）：２１９６２２０１．

［５４］ＸｕＨ，ＱｕＪＰ，ＬｉａｏＳ，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ｉｃ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３ａＨｙｄｒｏｘｙ［ｎ．３．０］Ｃａｒｂｏ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３，５２（１４）：４００４４００７．

［５５］ＸｕＨ，ＨｕＪＬ，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ｅｎｅ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
０１５，１３７（２５）：８００６８００９．

［５６］ＣｈａｇａｒｏｖｓｋｉｙＡＯ，ＢｕｄｙｎｉｎａＥＭ，ＩｖａｎｏｖａＯＡ，ｅｔａｌ．Ｌｅｗｉｓ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
ｗｉｔｈＦｕｒａｎ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Ｊ］．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２００９，６５：５３８５５３９２．

［５７］ＥｍｍｅｔｔＭ Ｒ，ＫｅｒｒＭ Ａ．Ｎｕｃｌｅｏｐｈｉｌ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Ｈｅｍｉｍａｌｏｎａｔｅｓ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ＢｒｏｎｓｔｅｄＡｃｉ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１，１３（１６）：４１８０４１８３．

［５８］ＷａｌｅｓＳＭ，ＷａｌｋｅｒＭＭ，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Ｓ．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ｏｌｅＨｏｍｏ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ｄｄｕｃｔｓｖｉ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Ｋｉｎｅｔｉｃ
ＦｒｉｅｄｅｌＣｒａｆｔｓＡｌｋｙ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３，１５（１０）：２５５８２５６１．

［５９］ＸｉｏｎｇＨ，ＸｕＨ，ＬｉａｏＳ，ｅｔ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ｌｅｓｗｉｔｈＤｏｎｏｒ
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３，１３５（２１）：７８５１７８５４．

［６０］ＺｈｕＪ，ＬｉａｎｇＹ，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ＲｅｍｏｔｅＥｓ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Ｓｗｉｔｃ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ｃ
Ｓｐｉｒｏｉｎｄｏｌｉｎｅｓ［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４，１３６（１９）：６９００６９０３．

［６１］ＬｉｕＱＪ，ＹａｎＷＧ，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ＯｎｅＰｏｔ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ａｚｏｌｅｓ［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５，１７
（１６）：４０１４４０１７．

［６２］ＧｒｏｖｅｒＨＫ，ＬｅｂｏｌｄＴＰ，ＫｅｒｒＭＡ．Ｔａｎｄｅｍ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ｏｎｉａｅｎ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２ＡｌｋｙｎｙｌＩｎｄｏｌｅｓ：Ａ
［３＋３］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ｖｅＲｏｕｔｅｔｏ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ａｚｏｌｅｓ［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１，１３（２）：２２０２２３．

［６３］ＴａｌｕｋｄａｒＲ，ＴｉｗａｒｉＤＰ，ＳａｈａＡ，ｅｔａｌ．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ａｚｏｌｅｓｖｉａａＤｏｍｉｎｏ
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Ｃｙｃ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２Ｖｉｎｙｌｉｎｄｏｌｅｓ［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４，１６（１５）：
３９５４３９５７．

［６４］ＳｈｅｒｒｙＢＤ，ＦｕｒｓｔｎｅｒＡ．Ｉｒｏｎ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ｇｎａｒｄＲｅａｇｅｎｔｓｔ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Ｖｉｎｙｌ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０９，（４６）：７１１６７１１８．

［６５］ＸｉｎｇＳ，ＰａｎＷ，Ｌｉｕ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ｘａａｎｄＡｚａ［ｎ．２．１］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ｓ：Ｌｅｗｉｓ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ｔｒ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３＋２］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１，１Ｄｉｅｓ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ｏｎｙｌｓａｎｄＩｍｉｎ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０，４９（１８）：
３２１５３２１８．

［６６］ＳｍｉｔｈＡＧ，ＳｌａｄｅＭＣ，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Ｓ．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ＤｏｎｏｒＳｉｔｅｓ：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Ｈｉｇｈｌｙ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ｕｒａｎｓ［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１，１３（８）：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６７］ＹｕＱ，ＭａＳ．Ｌｅｗｉｓ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ＣＢｏｎｄ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Ｍｉｌ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ｅｎｅｓ［Ｊ］．Ｃｈ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２，４８（９６）：１１７８４１１７８６．

［６８］ＷｅｎｚＤＲ，ＲｅａｄｄｅＡｌａｎｉｚ．ＡｚａＰｉａｎｃａｔｅｌｌｉ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ｂｙ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
［Ｊ］．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３，１５（１３）：３２５０３２５３．

［６９］ＺｈｕＷ，ＦａｎｇＪ，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Ｌｅｗｉｓ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ｔｒａ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３＋２］Ｃｒｏｓｓ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
１，１Ｄｉｅｓ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ｌｋｅｎ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ｄ［ｎ．２．１］Ｃａｒｂｏｃｙｃｌｉｃ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ｓ［Ｊ］．
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３，５２（７）：２０３２２０３７．

［７０］ＨａｕｂｅｎｒｅｉｓｓｅｒＳ，ＨｅｎｓｅｎｎｅＰ，Ｓｃｈｒｄｅｒ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ｌｋｙｎｙｌＭｏｉｅｔｙａｓａＤｏｎｏｒｆｏｒ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
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３，１５（９）：２２６２２２６５．

［７１］ＭａｃｋａｙＷＤ，ＦｉｓｔｉｋｃｉＭ，ＣａｒｒｉｓＲＭ，ｅｔａｌ．ＬｅｗｉｓＡｃｉｄ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
ａｎｄＹｎａｍｉｄｅｓ［Ｊ］．ＯｒｇＬｅｔｔ，２０１４，１６（６）：１６２６１６２９．

［７２］ＹＡＮＷｅｎｇｕａｎｇ，ＷＡＮＧＰ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ｊｉａ，ｅｔ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３＋２］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ｏｌｅｓｗｉｔｈ１，１，２，２
Ｔｅｔｒａ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Ｊ］．ＡｃｔａＣｈｉｍＳｉｎ，２０１７，７５（８）：７８３７８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严文广，王盼，王丽佳，等．铜（Ⅱ）催化的吲哚与四取代ＤＡ环丙烷［３＋２］开环／环化反应［Ｊ］．化学学报，２０１７，７５
（８）：７８３７８７．

［７３］ＫａｎｇＹＢ，ＳｕｎＸＬ，ＴａｎｇＹ．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Ｄｉａｓｔｅｒｅ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ｗｉｔｈＮｉｔｒｏｎｅｓ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２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１，１Ｄｉ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
２００７，４６（２１）：３９１８３９２１．

［７４］ＺｈｏｕＹＹ，ＬｉＪ，ＬｉｎｇＬ，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ｌｙ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３＋３］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ＡｚｏｍｅｔｈｉｎｅＩｍｉｎｅｓｗｉｔｈ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ｂｙππＳｔ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ｎｇｅｗ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ｄ，２０１３，５２（５）：１４５２１４５６．

５５０１　第９期 王丽佳等：推拉电子体系环丙烷的不对称合成及其对映选择性开环／环化反应研究进展



［７５］ＬｉｕＱＳ，ＷａｎｇＤＹ，ＹａｎｇＺＪ，ｅｔａｌ．ＮｉＡｌＢ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ｙｌＣａｒｂｏｘａｍｉｄｅ
ｗｉｔｈＡｌｋｙｎｅ［Ｊ］．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１７，１３９（５０）：１８１５０１８１５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Ｄｏｎｏｒ
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ＡＮＧＬｉｊｉａａ，ＴＡＮＧＹｏｎｇａ，ｂ

（ａ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３２，Ｃｈｉｎａ；

ｂ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ｏｎｏｒａｃｃｅｐｔｏｒ（ＤＡ）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ｆｕ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ｂｌｏｃｋ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ｗｅｈａ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ｒａｌ
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Ａ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
ｗｉｔｈｎｕｃｌｅｏｐｈｉ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ｍｉｎｅｓ，ａｌｃｏｈｏｌｓ，ｎｉｔｒｏｎｅｓ，ａｚｏｍｅｔｈｉｎｅｉｍｉｎｅｓ，ｅｎｏｌｓｉｌｙｌｅｔｈｅｒｓ，ｉｎｄｏｌｅｓａｎｄｓｏ
ｏｎ，ｂｙ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ｃｈｉｒ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ｎｉｃｋｅ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ａ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Ｔｈｉ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ｏｕ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
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ｃｅｍｉｃＤＡ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ｅｓ；ｃｙｃｌｏｐｒｏｐａｎａｔｉｏｎ；ｒｉｎｇｏｐｅｎｉｎｇ；ａｎｎ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ａｎｔｉ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１８０５１４；Ｒｅｖｉｓｅｄ２０１８０５２８；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１８０５３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１４３２０１１，Ｎｏ．２１７７２２２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

Ｃｈｉｎａ（９７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２０１５ＣＢ８５６６００），ｔｈｅＫ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ＱＹＺＤＹ
ＳＳＷＳＬＨ０１６），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ＸＤＢ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ｏ．１７ＺＲ１４３６９０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ＷＡＮＧＬｉｊ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Ｔｅｌ／Ｆａｘ：０２１５４９２５４７５；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ｌｉｊｉａ＠ｓｉｏｃ．ａｃ．ｃ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６５０１ 应 用 化 学　　　　　　　　　　　　　　　　　　　第３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