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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概况 

 

1、主办单位：中国化学会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化学系、浙江省化学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资助单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2、会议时间：   

      10  月  29  日上午  08:00‐12:00    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10  月  29  日下午  14:00‐18:00    大会报告及分会场报告   

      10  月  30  日全天  08:00‐18:00    分会场报告   

      10  月  31  日上午  08:00‐12:00    分会场报告   

      10  月  31  日下午  14:00‐18:00    大会报告、获奖报告及闭幕式   

3、会议地点：浙江·杭州   

4、会议简介：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与会。并同时有总计约 1500位广大

学者和研究生参加本次讨论会，以展现全国同仁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取得的最新

进展，探讨金属有机化学的未来，推动我国金属有机化学研究向更高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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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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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报告典例 

 

·Two Stones for One Bird*  ——Shengming Ma (麻生明)   

    麻教授主要介绍了丙二烯这种不同

于烯烃和炔烃的一类具有合成吸引轴

手性的独特化合物。  然而，由于基于

它们的结构的不稳定性的预测相当长

时间，它们的化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不发达。  然而，现今的丙二烯已经被

证明是一类重要的非常有用的起始材

料，在有机化学中具有非常适当水平

的稳定性。                                                           

在本讲座中，已经开发了从两种容易获得的化学品，即末端炔烃和醛类的 1,3‐二

取代的丙二烯的一些有效合成。  已经开

发了将醇有氧氧化成醛，酮和羧酸用于

这种目的。  通过这些“两个石头”，丙

二烯合成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到前所未

有的水平  ‐  光学活性的天然丙二烯现

在可以非常容易地在仅仅几个简单的步

骤中制备。 

 

 

 



The 19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of China 

  9

 

 

·卡宾偶联反应研究的新进展——王剑波（北京大学）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重氮化合物（或者

其前体 N‐对甲苯磺酰腙）逐渐成为过渡

金属催化交叉偶  联反应中的一类亲核性

偶联组分。和经典的金属催化的卡宾反应

相比，这些反应代表了卡宾反应的一种新

的类型；而其作为一种新型的偶联反应也

逐渐成为构建  C‐C  单键和  C=C  双键的

独特手段。这类反应的过程可以用以下的图式简单概括。首先，可以通过各种过

渡金属催化的经典过程（例如，  氧化加成、转金属、环金属化、C‐C  键断裂，

C‐H  键活化等）来产生有机金属物种  R‐[M],  然后其和体系中的重氮化合物作用

生成金属卡宾中间体，接着发生快速的迁移插入反应生成新的有机金属物种。这

个新的金属有机物种可以进一步发生一系列后续转化（包括一氢消除、转金属／

还原消除、质子化等）生成终的产物，并再生催化物种。这类反应被证明具有普

遍性：各种过渡金属，包括  Pd、Cu、Rh、Ni、Co  和  Ir  均可以催化相似／相关

的过程；这类偶联反应的卡宾前体也被拓展到非重氮化合物；基于卡宾迁移插入

的各种类型串联反应也得到实现等。 

    王教授在本次报告中阐述了基本原

理以及该领域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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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邀请报告典例 

 

·From Simple Hydrocarbons to N‐Containing Compounds through Nitrogenation 

Strategy  ——焦宁（北京大学）   

    含氧或含氮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天然产物

和合成化合物中，例如，它们出现在功能材

料，最畅销的药物以及生物活性分子中。因

此，有机化学家在开发用于其制备的新方法

中已经受到相当大的关注。为了以绿色和可

持续的方式合成这些化合物，研究人员集中

于通过 C‐H和/或 C‐C键断裂的烃的直接官能化。尽管在简单烃的直接官能化方面

已经取得了显着的进展，但是由于惰性化

学键和不稳定的特性，通过 C‐H和/或 C‐C

键切割将O或N原子直接引入简单的底物

仍然具有挑战性的一些 N‐源在氧化条件

下。通过使用分子氧 1 作为氧源以及叠氮

化物作为氮源，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些 CH / 

CC键氧化和氮化反应合成 O‐和/或含氮化

合物。 

    在焦教授的演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验

组最近在将引入简单烃的直接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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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金属催化碳氢键活化/去芳构化的

协同螺环化反应研究  ——栾新军（西北

大学）   

    近年来，过渡金属催化芳香化合物的直

接官能团化获得了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许

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借助过渡金属催化，

合成化学家们可以实现惰性碳氢键的直接激活及转化，克服了传统化学中需对碳

氢键进行预官能团化的限制；同时能有选择性地来打破稳定芳香环的芳香性，促

使分子从平面向三维结构转变。过去几

年间，栾教授课题组从提高合成效率和

原子经济性的角度出发，通过使用过渡

金属催化，将惰性碳氢键官能团化与芳

环去芳构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了

芳香化合物碳氢键的激活与芳香性的同

步破除，发展了一类简捷、高效、经济

的新颖合成方法，快速构建了一系列全新的三维立体螺环骨架。 

    这一类方法的建立与发展实现了多个传

统化学不能或者极难完成的化学转换，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芳香化合物直接官能团化

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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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头报告典例 

 

·过渡金属催化的偶极环加成反应研究*  ——陆良秋 

杂环化合物种类繁多、结构多样并具有独特的化学、物理性质，在药物化学、材

料科学、生命  科学等诸多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用途。该课题组针对杂环合成中

的效率和选择性控制等问题，通过设计新反应、新试剂和新催化体系，发展了一

系列过渡金属催化的不对称偶极环加成反应，实现了若干重要杂环骨架的选择性

构建。主要包括：1）通过设计新反应与新试剂，实现了过渡金属(Pd, Fe, Cu)稳定

的偶极合成子与硫叶立德、苯胺等亲核试剂的环加成反应，合成了高度官能化的

手性吲哚啉、螺环吲哚啉和吲哚等多类含  氮杂环化合物；2)通过发展新型的 P,S 

手性配体，实现了过渡金属  Pd  稳定的偶极合成子与三取代缺电子烯烃等亲电试

剂的不对称环加成反应，高效、高选择性地合成了含有三个连续立体中心（包含 

一个季碳中心）的手性四氢喹啉和螺环氧化吲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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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得体会 

    通过参加本次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大会，让我更深入的了解和接触到了在金属有

机化学方面现阶段更前沿、更新颖的科研知识、科研方法和科研思想。尽管作为

本科生只是旁听，尽管因为自身知识体系的不完善和科研水平的欠缺，但是我却

深有感触，并且认为这次参会是非常值得且收获颇丰的！ 

    很荣幸有机会可以聆听这么多在化学方面具有极高造诣的专家、教授们的对科

研成果分享的介绍，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现在所学不过是基础之基础，皮毛之皮毛，

不过是冰山一角，科研的道路还很长，长路漫漫，一旦认准了这条路，你就得必

须往前走，不畏艰险，不忘初心，吾将上下而求索！ 

    现在的我，就好比处在“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初境，

向着并已经在不断践行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中境，期待并

且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之后能做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这一后境罢！的确，当你越“往上走”，越“走出去”才深知自己是多么

的渺小和有太多不足，人外亦有人，那我们就要吃得苦中苦，笨鸟先飞，改造自

己，提升自己，暂且不论是否可终为人上人，起码平台已改，眼界已变，将优秀

作为一种习惯，将一件事做到极致，此亦足矣。 

    初出茅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经历风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起落过后，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 

    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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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感谢 

    很荣幸作为此次本科生代表之一参加第十九届全国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

首先，非常感谢院里可以给予我们本科生这样一次宝贵的机会去旁听科研专家学

者们的精彩报告，其次，衷心感谢给我这次参会机会的老师们，没有你们对我的

肯定和支持，我就不可能聆听到如此之高屋建瓴的学术报告和分享，更不可能有

更深入的感触和反思，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们一直以来的默默付出，此致敬礼！ 

本科生参会代表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