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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二硝基萘的合成与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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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一种简单、温 和 、经济 、有 效 的 合 成 1，5—二硝基萘的新方法 .首 先 以 6 5 % 〜 6 8 % 的硝酸和较  

少量浓硫酸作硝化剂来替代高浓度的混酸硝化剂或其它复杂且使用不便的硝化剂，无需添加其它助剂及有机溶剂，

在温和条件下能以 94. 4 % 的 收 率 得 到 1，5—二 硝 基 萘 和 1，8—二硝基萘的混合物.然后利用该混合物在丙酮中溶  

解性的差异，通过调控丙酮的用量及温度可方便地将 1，5—二硝基萘进行分离纯化，收 率 可 达 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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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二硝基萘是一种重要的精细有机化工中间体，它既可以用于1，5—二氨基萘的制备，同时也是合 

成 1，5—萘二异氰酸酯的关键原料. 1，5—二氨基萘主要用于制备偶氮染料，而 1，5 —萘二异氰酸酯则是合 

成聚氨酯的重要原料，由 1，5—萘二异氰酸合成的聚氨酯弹性体具有硬度高、弹性好、耐热性及动态性能优 

异、耐磨性好等优点，常用于普通聚氨酯难以胜任的高温、多油、高磨损以及强腐蚀等工况环境中[1̂ 4].文献 

报道的1，5 —二硝基萘的合成方法主要有两大类“1)萘直接硝化.该方法用萘作原料，通过与硝化剂作用制 

得目标产物.传统的硝化剂为浓硝酸与浓硫酸组成的混酸，这是目前国内外生成二硝基萘的经典方法，技术 

成熟，操作方便，缺点是所用混酸体积分数通常在9 0 % 〜9 8 %之间，设备腐蚀及环境污染严重；此外，生 成 1， 

5 —二硝基萘的选择性差，产率仅为2 5 %左右，而 1，8—二硝基萘在反应体系中大量存在，由于两者性质接 

近，分离纯化困难[5̂ 7].为克服上述缺陷，一些新的硝化剂被研发出来替代混酸或其中的一种酸用于二硝基 

萘的合成，如：硝酸/分子筛负载的磷钨酸[3’7]、N0 2/N1(CH3C0 0 ) 2 •4H20 [7]、发烟硝酸/蒙脱土负载的硝酸 

铜或硝酸铁m ]、Ag。.51K。.42Na。.。7N 0 3 离子液体[1°]等 ，尽管这些方法能减少甚至是避免浓酸的使用，但是生 

成 1，5—二硝基萘的选择性并无明显提升，反应体系中仍是以1，8 —二硝基萘为主，且有的硝化体系比较复 

杂，催化剂在使用前需事先经长时间高温焙烧制备(如分子筛负载的磷钨酸），成本高且使用不便.（2)1 —硝 

基萘二次硝化.该方法是用萘经一次硝化得到的 1 一硝基萘为起始原料，在硝化剂作用下再经第二次硝化反 

应制得目标产物.常用的硝化剂有发烟硝酸[11]，N0 2/沸石D 'N C V M C C H sC O O h  • 4H20 [13]，BF3 • 

N2 0 3 [14]等 ，该类方法所用的1 一硝基萘通常也是由萘经硝化制得[15]，同上述萘直接硝化法类似，用发烟硝 

酸作硝化剂时对设备腐蚀及环境污染严重，用其它硝化剂时尽管能减少或避免浓酸使用，但仍存在1，5—二 

硝基萘的产率很低、1 ，8—二硝基萘大量存在、后续分离困难等缺陷.伴随着绿色化学的长足发展及人们环 

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积极研究探索从而为1，5—二硝基萘的合成开辟出一条腐蚀性及污 

染性小、成本低、操作方便的新途径.

鉴于 1，5—二硝基萘的重要应用及其上述合成方法中存在的诸多缺陷，本文报道了一种简单、温和、有 

效的合成及分离纯化1，5—二硝基萘的新方法：以 6 5 % 〜6 8 % 的硝酸和较少量的浓硫酸作硝化剂来替代由 

高浓度的硝酸和硫酸组成的混酸硝化剂或其它复杂且使用不便的作硝化剂，无需添加其它助剂及有机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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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和的条件下能以42. 3 % 收率方便地得到目标产物1，5—二硝基萘.合成路线如图1 所示.

1 实验部分

1 . 1 仪器与试剂

核磁共振氢谱用Bruker DPX — 400型核磁共振仪测定，内标为丁M S，溶剂为CDC13，化学位移及耦合常 

数分别以 ppm及 H z来表示；熔点用北京科仪电光仪器厂X丁4 数字显示显微熔点仪测定，温度未经校正. 

萘、硝酸(6 5 %〜6 8 % )、浓硫酸(9 8 % )、丙酮、无水乙醇、甲苯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使用前未做进一步处理.

1.2 1，5 _ 二硝基萘的合成

向装配有冷凝管的1〇〇 m L 的三颈瓶中首先加入28. 3 g (300 mmol)硝酸，通冷凝水，开启磁力搅拌器， 

然后缓慢滴加 10 g(l 〇〇 mmol)浓硫酸，整个滴加过程控制温度在20〜25 C .滴加完毕后，在室温下先一次 

性加入25 mmol萘，使反应瓶内混合液的温度自行升至50 C ，然后立即用冰水浴将反应液冷至15 C ，使不 

溶物二硝基萘尽量析出.接着再将另一份25 m m ol萘逐次少量地加入反应瓶中，在该过程中控制温度在 

30〜35 C 之间.萘加完后，撤去冰水浴，调节反应温度在70 C 反应 2 h，然后停止反应，将反应混合物冷却至 

15 C ，以使二硝基萘充分沉淀析出.然后将反应混合物转移入沙芯漏斗中减压过滤，滤液回收可供再用.滤 

饼用水洗涤至中性，经干燥后称重，得 1，5—二硝基萘与1，8—二硝基萘的混合物10. 3 g ，总收率为94. 4%.

1.3 1，5 _ 二硝基萘的分离纯化

将上述所得的1，5—二硝基萘与1 ， 8 —二硝基萘的混合物转移入装配有冷凝管的250 m L 圆底烧瓶 

中，并向其中加入82 m L丙酮.通冷凝水，同时开启磁力搅拌器进行搅拌，然后将其加热升温至回流状态并 

维持 0.5 h.随后将温度降至38 C ，趁热过滤出圆底烧瓶内的不溶物，然后用少量丙酮洗涤滤饼，直至滤饼呈 

浅黄色，烘干此滤饼后称重得4. 6 g，收 率 42. 3 % . 在无水乙醇中进行重结晶，得浅黄色针状晶体，即 为 1， 

5—二硝基萘.

1，5—二硝基萘结构鉴定：

熔点 ： 211 〜212 C (Lit.[16]: 215 〜216 O / H  NMR: S 8. 8 1 ( d ， J  =  8. 0 H z， 2 H ) ， 8. 3 3 ( d J  = 
8. 0 H z，2 H )， 7. 8 4 ( t ， J  = 8. 0, 2H).

随后，为了分离回收其中的 1 ，8—二硝基萘，我们也将上述热过滤的滤液做了进一步处理.将该滤液浓 

缩到原体积的三分之一后冷却至室温放置一段时间，以便使沉淀充分析出，然后过滤，用水洗涤滤饼后干燥， 

然后将此滤饼在甲苯中进行重结晶，得到褐色片状晶体，经鉴定为 1 ，8—二硝基萘.

1 ，8—二硝基萘结构鉴定：

熔点：169 〜171 C (Lit.[17]: 170 〜172 O / H  NMR: S 8. 51(dd，J  =  16. 0, 8. 0 H z，4H )，7. 98(t ， 

J  =  8. 0 H z, 2H ).

2 结 论

本文首先以较低浓度的硝酸和较少量的浓硫酸为硝化试剂，通过与萘反应生成1，5—二硝基萘与 1 ， 

8—二硝基萘的混合物，然后利用该混合物在丙酮中溶解性的差异，通过丙酮用量及温度调控，可方便地将 

1，5—二硝基萘从该混合物中分离.本方法所用的硝酸浓度较低，浓硫酸用量较少，无需另加助剂或溶剂，反 

应条件温和，后续分离纯化操作简单方便，目标产物1，5—二硝基萘的收率可提升至42. 3 % ，从而为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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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萘合成及分离纯化提供了一条简单、温和、经济、高效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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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and Purification of 1,5 Dinitronaphthalene
Zhang Xiaopeng, Yu Shengzi, Miao Jianghuan, Nie Juanjuan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Chemical Media and React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A simple, mild,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approach to 1 , 5 — dinitronaphthalene is reported. Firstly, with 

65% —68% nitric acid and a smaller amount of concentrated sulfuric acid as nitrating agent instead of concentrated nitrating 

agent of the mixed acid mixture or other complex and inconvenient nitrating agents, the mixture of 1 , 5 — dinitronaphthalene 

and 1 ，8~dinitronaphthalene could be obtained in 94. 4% yield under mild conditions in the absence of additives and organic 

solvents. Then, based on their difference of dissolubility in acetone, 1 , 5 — dinitronaphthalene could be separated conveniently 

in 42. 3% yield by controlling the amount and temperature of acetone.

K eyw o rd s： 1 , 5 — dinitronaphthalene； naphthalene； ni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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