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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ýêx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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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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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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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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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ð¶�Ä®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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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êx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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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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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àìê�¤¥\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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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ê6A

６～８
èÁú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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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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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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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æ�G

１～６
]æCcÛ

Ｆｉｇ．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１－６

２．１　
cÛ��

２．１．１　
Ä®Y

１。
»ÀCÿ�

，
®t

１０８～１１０℃，ＥＳＩ－ＭＳ
ｍ／ｚ：１８５［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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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８Ｈ７ＣｌＯ３。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７．１９（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７），６．９９（１Ｈ，ｄｄ，Ｊ＝
８３，２．２Ｈｚ，Ｈ－６），６．８１（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５），３．４６（２Ｈ，
ｓ，Ｈ－７）。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７５．７（Ｃ－８），１５３．２
（Ｃ－４），１３１．７（Ｃ－２），１２９．９（Ｃ－６），１２８．３（Ｃ－１），１２１．４（Ｃ－
３），１１７．４（Ｃ－５），４０．７（Ｃ－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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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Ars

äü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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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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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１６２℃，ＥＳＩ－ＭＳ
ｍ／ｚ：１８６［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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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８Ｈ８ＣｌＮＯ２。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７．２２（１Ｈ，ｄ，Ｊ＝２．２Ｈｚ，Ｈ－７），７．０２（１Ｈ，ｄｄ，Ｊ＝
８３，２．２Ｈｚ，Ｈ－６），６．８３（１Ｈ，ｄ，Ｊ＝８．３Ｈｚ，Ｈ－５），３．３７（２Ｈ，
ｓ，Ｈ－７）。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７６．９（Ｃ－８），１５３．３
（Ｃ－４），１３１．５（Ｃ－２），１２９．７（Ｃ－６），１２９．０（Ｃ－１），１２１．５（Ｃ－
３），１１７．６（Ｃ－５），４２．１（Ｃ－７）。

½�/¡(^Í

［１２］
Ars

äüJp

，
ÈÞ�¥

３－
#

－４－
áä7ëÄÅ

（３－ｃｈｌｏｒｏ－４－
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ａｃｅｔａｍ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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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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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ÉTÿ�

，ＥＳＩ－ＭＳｍ／ｚ：１９５［Ｍ－Ｈ］－，
9

Þ6

Ｃ１０Ｈ１２Ｏ４。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７．１７（１Ｈ，ｄｄ，

Ｊ＝８．２，７．５Ｈｚ，Ｈ－４），６．７１（１Ｈ，ｄｄ，Ｊ＝８．２，１．２Ｈｚ，Ｈ－３），
６６６（１Ｈ，ｄｄ，Ｊ＝７．５，１．２Ｈｚ，Ｈ－５），４．０１（１Ｈ，ｍ，Ｈ－２′），３．３７
（１Ｈ，ｄｄ，Ｊ＝１２．６，７．５Ｈｚ，Ｈ－１′ａ），３．０２（１Ｈ，ｄｄ，Ｊ＝１２．６，
５．０Ｈｚ，Ｈ－１′ｂ），１．２０（３Ｈ，ｄ，Ｊ＝６．２Ｈｚ，Ｈ－３′）。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１７８．８（ＣＯＯＨ），１６２．７（Ｃ－２），１４３．３（Ｃ－
６），１３２．５（Ｃ－４），１２３．７（Ｃ－５），１１９．５（Ｃ－１），１１５．９（Ｃ－３），
７０．９（Ｃ－２′），４４．６（Ｃ－１′），２３．９（Ｃ－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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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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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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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４～２３６℃。１ＨＮＭＲ
（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８．３６（１Ｈ，ｓ，Ｈ－２），８．１４（１Ｈ，ｓ，Ｈ－
８），７．３６（２Ｈ，ｓ，ＮＨ２），５．８８（１Ｈ，ｄ，Ｊ＝６．２Ｈｚ，Ｈ－１′），５．４６
（１Ｈ，ｄ，Ｊ＝６．３Ｈｚ，２′－ＯＨ），５．４５（１Ｈ，ｄｄ，Ｊ＝７．３，４．５Ｈｚ，５′－
ＯＨ），５．２１（１Ｈ，ｄ，Ｊ＝４．５Ｈｚ，３′－ＯＨ），４．６２（１Ｈ，ｔｄ，Ｊ＝６．２，
４９Ｈｚ，Ｈ－２′），４．１５（１Ｈ，ｔｄ，Ｊ＝４．９，２．９Ｈｚ，Ｈ－３′），３．９７
（１Ｈ，ｑ，Ｊ＝３．４Ｈｚ，Ｈ－４′），３．６８（１Ｈ，ｄｔ，Ｊ＝１２．２，４．５Ｈｚ，Ｈ－
５′ａ），３．５５（１Ｈ，ｄｄｄ，Ｊ＝１２．２，７．３，３．４Ｈｚ，Ｈ－５′ｂ）。１３ＣＮＭＲ
（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δ：１５６．２（Ｃ－６），１５２．４（Ｃ－２），１４９．１
（Ｃ－４），１４０．０（Ｃ－８），１１９．４（Ｃ－５），８７．９（Ｃ－１′），８５．９（Ｃ－
４′），７３．４（Ｃ－２′），７０．７（Ｃ－３′），６１．７（Ｃ－５′）。

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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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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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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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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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è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
ＣＤ３ＯＤ）δ：４．７７（１Ｈ，ｄ，Ｊ＝３．８Ｈｚ，Ｈ－１′），３．７８（２Ｈ，ｍ，Ｈ－６′
ａ，１ａ），３．６５（１Ｈ，ｄｄ，Ｊ＝１１．８，５．６Ｈｚ，Ｈ－６′ｂ），３．６３（１Ｈ，ｔ，Ｊ＝
８．９Ｈｚ，Ｈ－３′），３．５６（１Ｈ，ｄｄｄ，Ｊ＝１０．０，５．６，２．３Ｈｚ，Ｈ－５′），
３．４９（１Ｈ，ｄｑ，Ｊ＝９．８，７．１Ｈｚ，Ｈ－１ｂ），３．３７（１Ｈ，ｄｄ，Ｊ＝９．７，
３．８Ｈｚ，Ｈ－２′），３．２７（１Ｈ，ｄｄ，Ｊ＝１０．０，８．９Ｈｚ，Ｈ－４′），１．２３
（３Ｈ，ｔ，Ｊ＝７．１Ｈｚ，Ｈ３－２）。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ＣＤ３ＯＤ）δ：９９．８
（Ｃ－１′），７５．１（Ｃ－３′），７３．６（Ｃ－２′），７３．５（Ｃ－５′），７１．８（Ｃ－
４′），６４．４（Ｃ－１），６２．７（Ｃ－６′），１５．３（Ｃ－２）。

½�/¡(^Í

［１６］
ArsäüJp

，
ÈÞ�¥ëä α－Ｄ－ÆÇ&'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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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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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１６８℃，ＥＳＩ－ＭＳ
ｍ／ｚ：１８１［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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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６Ｈ１４Ｏ６。
１ＨＮＭＲ（４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

ｄ６）δ：４．４２（２Ｈ，ｄ，Ｊ＝５．５Ｈｚ，ＯＨ－２，５），４．３４（２Ｈ，ｔ，Ｊ＝
５７Ｈｚ，ＯＨ－１，６），４．１４（２Ｈ，ｄ，Ｊ＝７．１Ｈｚ，ＯＨ－３，４），３．６０
（２Ｈ，ｄｄｄ，Ｊ＝１０．７，５．８，３．３Ｈｚ，Ｈ－２，５），３．５３（２Ｈ，ｔ，Ｊ＝
７．２Ｈｚ，Ｈ－３，４），３．４４（２Ｈ，ｄｔｄ，Ｊ＝８．６，５．７，３．３Ｈｚ，Ｈ－１ａ，
６ａ），３．３７（２Ｈ，ｍ，Ｈ－１ｂ，６ｂ）。１３ＣＮＭＲ（１００ＭＨｚ，ＤＭＳＯ－ｄ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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