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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表面活性剂经基磺基甜菜碱的合成

方 云 夏纪鼎 刘学民 周曙光

(什学工程系 )

摘要 对合成舟基磺基甜菜碱 (H S B) 的两条合成路线进行 了尝试
,

分别用 3
一

氛
一

2
-

羚丙磺酸钠中间体法 ( I ) 和阳 离子中间体法 ( n ) 合成 了长链烷基
一 、

酞基
一

和 乙氧

基取代酞基舟基磺基甜菜碱等 6 个品种
。

用 G C
,

T L C
,

lR
,

H ’ 一 N M R 及元素分析等

多种分析手法对中间产物和终产品进行 了结构和纯度分析
,

证实了在合适的反应

条件下
,

两条反应路线均能得到高产率的羚基磺基甜菜碱
。

主题词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
;
甜菜碱

;
合成 /羚基磺基甜菜碱两性表面 活性剂

中图分类号 T Q 4 2 3
.

3 4

0 前 言

七十年代中期轻基磺基甜菜碱 ( H S B )被开发作为高效钙皂分散剂匕̀一习
。

本实验室八十

年代初期开展 H S B 的系列研究 L,一 弓」
。

本 实验分别采用 3
一

氯
一

2
一

轻丙磺酸钠中间体法 ( I
,

以下简称丙磺酸中间体法 )和阳离子

中间体法 ( “ )合成 了长链烷基轻基磺基甜菜碱 ( R H S )B
、

酞基经基磺基甜菜碱 ( A H S )B 和

N
一

乙氧基取代轻基磺基甜菜碱 ( E A H S B )
,

将文献报道得率从 50 %左右 (I 法 ) 和 60 % 左右

( n 法 )提高到 90 %左右
。

主要反应和产品代号如下
:

(1 ) 丙磺酸 中间体法
C IC H

,
C H一 C H

\
/

( )

+ N a H S ( ) 3

一
C IC H Z C H ( ) H C H ZS ( ) 3N a

C
1 2 H 2 5N ( C H 3 ) 2 + C IC H ZC H ( ) H C H ZS ( )

3
N a

一
C

, 2 H 25

一 N ①一 C H ZC H C H ZS ( )宇
,

} {
C H 3

( ) H

( R H S B
一

I )

C
I 一
H 23 C ( )N H ( C H Z ) N ( C H

3
) 2+ C IC H ZC H ( ) H C H Z S ( )

, N a

一
C l l

H 23 C ( ) N H ( C H Z )
3

一 N 由一 C H z C H C H Z S ( )丫

C H

( A H S B
一

I )

收稿 日期
: 1 9 9 6

一

( ) 5
一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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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C ICH Z CH ( )H C H Z S ( ) 3N a

~

C 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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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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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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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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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H ( ( )C H C H
?

达
H

( )H

又醚
( EA H S B

-

( EA H S B
- } l}

( H ) 阳离子中间体法
C H

C zZH Z oN (CH 3 ): + C IC H : CH一 CH Z

一
(
`
一 2H 2 5

一 N ④一戒二H一 C H C H z ( )H C I。

\

连
H

3

CH

C一 zH 25

一 N ①一 C H一 CH C H z ( )H C I。 + N aH S ( )

C H 3

C H C H 3

异构化
}

C ! 2H 25
一 N ①一 C H Z C H CH Z s ( )尹

} }

十 C , 2 H 2。
一N 玉一C H ( C H Z( ) H ) e H Z s ( )争

C H 3 ( ) H 达
H

( R H S B
一

l )

C H

C一 H 23 C ( ) N H ( C H Z )
3
N ( C H

3
) 2 + C IC H

,

C H一 C H

\
, 2

( )
一

C l z H 2 3 C ( ) N H ( C LI : ) 3

一N ①一C H -城二H C H Z ( ) H C IO

C H

C H 3

}
C I ] H : :

(
’

( ) N H ( C H Z ) 3

一 N ①一义二H一C H C H Z ( ) H C I。 + N a
H S ( )

{
C H

C H C H

异构化

C ! I
H 23 e ( ) N H ( C H : ) 3

一 N }* 、
H : e o e H Z s ( )、 、 。 . , 。 2 3e ( ) N 。 ( C H Z ) 3

一刀
、

、

、
H ( C 。 2〔 ) H ) C H Z s ( )、

} l }
C H J ( ) H C H

( A H S B
一

I )

1 实验原料
表氯醇 ( C P 或 A R ) ;亚硫酸氢钠 ( A R ) ; 亚硫酸钠 ( C P 或 A R ) ;

盐酸 ( A R ) ; 十二烷基二

甲基胺 (工业级
、

经减压蒸馏处理 ) ; 十二酸 (C )P
; 甲醇 ( A R ) ; N

,

N
一

二甲基丙二胺 (瑞 士进

口
,

使用前经 l m 玻璃环填料柱精馏
,

质量分数 ( G C ) > 99
.

9写 ) ; 环氧 乙烷 ( 工业级
、

使用前

经水合阱处理
,

质量分数 ( G C ) > 99
.

9% ) ;
氯乙醇 (C P

,

使用前经 l m 玻璃环填料柱精馏
,

质

量分数 ( G C ) > 99
·

8 % )
.

2 合成与分析
2

.

1 十二烷基经基磺基甜菜碱 R H S B 的合成

2
.

1
.

1 3
一

氛
一

2
一

羚丙磺酸钠 CI C H Z
C H O H C H多O

3 N a 的合成 按亚硫酸盐 /表氯醇 1
·

5 , 1

( m ol / m ol )投料
,

用不同比例亚硫酸钠 / 亚硫酸氢钠调节体系 p H 在微酸性
,

混合物在室温下

反应 3一 h4
,

陈化后抽滤得产物晶体
,

产物得率> 90 %
.

熔点 ( 差热分析法 )
:

25 7 C
.

IR
:

从 2 0 e m
一 ’

( O 一 H 伸展振动 )
、

1 0 4 o e m
一 ’

( O 一 H 面 内变形振 动和 C 一 O 伸展振动 )
、

1 2 3 0

一 1 17 o e m
一 ` ( S = O 伸展振动 )

。

2
.

1
.

2 丙磺酸中间体法合成 R H S B
一

I 十二烷基二 甲基胺和 3
一

氯
一

2
一

经丙磺酸钠按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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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 l m o / ml o )投料
,

以酚 酞指示剂

指示
,

滴加碱性催化剂使体系维持在

一定 p H 值
,

在 90 C 以上反应
,

以游离

胺值测定控制反应终点
。

反应产物为

无色或微黄粘稠液体
,

转化率> 90 %
.

分析样品用 乙醇重结 晶
。

IR ( 图 1 ) :

3 4 0 0 c m
一 `

( O 一 H 伸 展 振 动 )
、

1 2 0 0 e m
一 `

( S = O 伸展振动 )
。

N M R 图

中积分高度 与预计值一致
,

证实 了该

产物的预期结构
。

元素分析 ( 括号内为

4 I J0 0 3 气̀ ) f , 3 0 () () 2 5 0 0 2 0 0 0 1 50 0 10 0 0 5 () 0

图 1 R H s B
一 I 的 I R 图谱

理论计算值 )
:

C 5 8
.

1 8 ( 5 8
·

0 8 ) ; H 1 0
· 、

8 ( 10
·

6 1 ) ; N 4
·

0 1 ( 3
·

9 8 )
.

2
.

1
.

3 十二烷基
一

3
一

羚基丙烯芒二 甲基氛化按的合成 十二烷基二甲基胺和表氯醇按 1 , 1

( m ol / m ol )投料
,

用盐酸调节 p H 值在 6一 9 之间
,

反应温度控制在 30 一 S O C
,

测定季钱盐的

生成量控制反应终点
。

产物为无色透明粘稠液体
,

产率高达 9 .8 7 %
.

IR
: 3 4 0 0一 3 1 Oc0 m 一 `

( 0

一 H 伸展振动 )
、

1 6 3 Oe m
一 `

( C = C 伸展振动 )
、

1 4 7 o e m 一 `
( C 一 N 振动 )

。

2
.

1
.

4 阳 离子 中间体 法合成 R H S B
一

11 在 2
.

1
.

3 中合成的阳离子中间体和亚硫酸盐混合

物按 1 : 1
.

05 ( m ol / m ol ) 投料
,

在 90 一 1 00 C下反应得无色透明粘稠液体
。

反应 3一施 可达

9 0 % 左右转化率
。

I R ( 图 2 )
: 1 2 6 0一 1 1 5 O

e
m

一 `
( S = ( ) 伸展振动 )

、

10 8 0一 l o l o e
nr 一 `

( R S O
3

不

对称振动 )
。

元素分析 (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 C 5 8

.

1 0 ( 5 8
.

0 8 ) ; H 10
.

7 7 ( 10
.

6 1 ) ; N 3
.

8 7

( 3
.

9 8 )
.

40 0 0 3 50 0 3 0 00 2 50 0 20 0 0 18 0 0 1 60 0 1 40 ( ) 工2 0 0 1 0 0 0 8 0 0

图 2 R H S B
一

11 的 I R 图谱

2
.

2 十二烷酞胺丙基径基磺基甜菜碱 A H S B 的合成

2
.

2
.

1 十二酸甲醋 C : : H : 3
C O O C H :

的合成 十二酸和甲醇按 1 : 5 ( m o l / m
o l ) 投料

,

并加人

占脂肪酸质量 1%左右的浓硫酸作催化剂
,

回流反应 4一 h6
.

蒸出过量 甲醇
,

分去酸渣
,

用饱

和食盐水洗涤
,

粗甲醋收率 98 %
.

供 E A H S B 合成用甲醋经 0
.

s m 不锈钢三角填料柱精馏
,

收集 1 3 0 一 1 3 1 C / 6 6 6 P a 馏 分
。 n

考
: 1

.

43 08
.

M P : S C
.

质 量分数 ( G C ) > 9 9
.

9 %
.

IR
:

17 40 o m
一 `
有醋键强吸收

,

1 6 80 一 1 5 8 O c m 一 `
无 C 一 C 键特征吸收

,

9 4 Oc m
一 ’

附近无 O 一 H 特征

吸收
。

元素分析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

c 7 2
.

5 9 ( 7 2
.

8 4 ) ; H 12
.

4 2 ( 1 2
.

2 3 )
.

2
.

2
.

2 3
一

(十二烷酞胺基 ) 丙基二 甲基胺的合成 十二酸甲酷和 N
,

N
一

二 甲基丙二胺按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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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m ol /m ol )投料
,

添加金属钠作为催化剂
,

在 1 20 一 1 3 O C反应 2一 h4
,

得率 > 90 %
.

粗品

在石油醚和乙醇中重结晶
。

产物经 T L C
,

IR
,

胺基滴定和元素分析法分析
。

I R
: 3 3 5 o c m

一 ’
和

3 1 8 Oe m 一 ` ( N 一 H 伸展振动 )
、

1 6 7 0一 1 6 3 o e
m 一 `

(酞胺 I 带 )
、

1 5 6 O
e m 一 `

(酞胺 皿带 )
。

元素分析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

C 7 2
·

17 ( 7 1
·

7 7 ) ; H 12
·

3 1 ( 12
·

7 5 ) ; N g
·

2 5 ( 9
·

8 5 )
.

2
.

2
.

3 丙磺酸 中间体法合成 A H S B
一

I 在 2
.

2
.

2 中合成的酞胺基叔胺 中间体与 3
一

氯
一

2
-

轻丙磺酸按 1 , 1
.

05 ( m ol / m ol ) 投料
,

以少许酚酞指示剂指示
,

滴加碱性催化剂使体系维持

碱性
,

在 90 C 以上反应
,

测定游离胺值控制反应终点
,

使转化率 > 90 %
.

反应约需 6一 s h
,

粗

产品为浅黄色粘稠液体
。

分析产物经乙醇重结晶
。

lR ( 图 3 )
: 3 4 0 c0 m

一 `
( 0 一 H 伸展振动和 N

一 H 伸 展 振 动 )
、

1 6 50 e m
一 `

和 1 5 6 0 e m
一 `

( 酞 胺 特 征 带 )
、

z ZOO e m
一 `

( S 一 O 伸 展 振 动 )
,

11 O0c m
一 ’

附近 ( R S O歹不对称振动 )
,

证实了分子中引人 了酞胺基
、

经基和磺基
。

N M R 图见

图 4
.

元素分析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
C 5 6

·

9 2 ( 5 6
·

8 4 ) ; H 1 0
·

2 1 ( 1 0
·

0 2 ) ; N 6
·

8 8 ( 6
·

6 3 )
·

}}}}}

7060沁403()洲l()

O ` ~ 沪we 尸叫尸 , ~ , we , ee , we ,

5 0 ( ) ( ) 4 0 0 0 3 0 0 0 20 0 0 1 8 0 () 1 6 0 0 1 40 0 12 0 《) 1 0 0 0 8 00 6 0 0 4 00

图 3 A H S B
一

I 的 I R 图谱 图 4 A H S B
一 I 的 N M R 图谱

2
.

2
.

4 十二烷酸胺 丙基
一

3
一

羚丙烯基二 甲基氛化按的合成 在 2
.

2
.

2 中合成的中间体与表

氯醇按 1 :

1( m ol / m ol )投料
,

用盐酸调节 p H 在 6一 9 之间
,

反应温度控制在 30 一 50 C
.

测

定季铁盐的生成量控制反应终点
。

产物 为浅黄色透明粘稠液体
,

得率 > 9 5%
.

IR
: 3 4 0 0 一

3 1 0 o e m 一 `
( O 一 H 伸展振动 )

、

16 30 ~ 1 6 8 o e m
一 ’

( C = C 伸展振动
,

酞胺带 )
、

z 5 6 Oe m
一 ’

( 酞胺

带 )
、

14 7 0 e m
一 `

( C 一 N 振动 )
。

2
.

2
.

5 阳离子中间体法合成 A H S B
一

11 在 2
.

2
.

4 中合成的阳离子中间体与混合亚硫酸盐

按 1 : 1
.

0 5 ( m ol / m ol )投料
,

在 90 一 I OO C下反应得浅黄色透明粘稠液体
,

反应 3 一 s h 得率

可达 9 0%
.

分析样品经乙醇重结晶
。

IR ( 图 5 )
: 3 4 Oc0 m

一 `
( O 一 H 伸展振动和 N 一 H 伸展振

10 0

8 0

6 0

4 0

40 0 0 3 50 0 30 0 0 2 50 0 20 0 0

图 5

18 0 0 1 6 00 14 0 0 1 2 0 0 1 00 0 8 00 6 00 4 0 0

A H S B
一
皿的 I R 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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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

16 5 o e m
一 `
和 6 1 5 O e m

一 `
( 酞胺特征带 )

、

12 o o e m一 `
( S = O伸展振动 )及 1 10 o e m一 `

附近

( R S O厂不对称振动 )
、

元素分析(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

C 56
.

0 7( 56
.

8 4〕 ;H 0 1
.

3 1( 10
.

0 2 ) ;

N 6
.

8 6 ( 6
.

G3 )
.

2
.

3乙氧基取代十二烷酞胺丙基轻基磺基甜菜碱 H B E A S
一

1的合成
2

.

3
.

1单氛代聚乙二醇 l C( CH Z
CH 2

0 )
,

月 的合成 将 3ml 浓硫酸慢慢滴入 4 m ol 精制过的

氯乙醇中
,

充分混合后吸人压热釜内
,

搅拌下加人 4 m ol 环氧乙烷
,

80
`

C下反应 h4
.

中和并

滤去沉淀
,

常压蒸馏除去未反应原料
。

粗产品经 l m 玻璃环填料柱精馏收取 7l C / 4 o 0 P a
单

氯代二聚乙二醇
,

104 C / 4 0 0 P a
单氯代三聚乙二醇及 1 3 5 C / 40 OaP 单氯代四聚乙二醇馏分

。

产物用 G C
,

T L C
,

IR
,

元素分析等方法鉴定
·

部分分析结果 见表 1
.

2
.

3
.

Z N
一

乙氧基取代
一

3
一

( N
’ ,

N
’ 一

二 甲胺基 ) 丙胺的合成 使 3m ol N
,

N
一

二 甲基丙二胺和

30 0n
l l 无水 乙醇的混合物微沸

,

滴人 l m ol 氯代聚乙二醇
,

反应 1
.

hs
.

中和滤去无机盐
,

回收

低沸物
。

粗品用 l m 玻璃环填料柱精馏
,

分别收取 1 07 一 108 C / 6 6 6P a 和 1 22 一 1 23 C / 66 6P a

馏分
,

部分分析数据见表 2
.

表 2 11 ( o e H Ze H : )
.

N H e H Z e H Ze H : N ( e H
3
) 2

表 I C I ( C H
Z
C H

Z
O )

,

H 的分析结果 的分析结果

C I ( C H Z C H Z ( ) )
。
H

一2
-

日 ( L儿 日 2七曰 2 ) 闪曰 七 H Z

C H : C H : N ( C H 3 ) 2

4 4 0 0

8%

4 4 8 9 1
.

4 56 2 1
.

46 0 0

质量分数 ( G C )夕 99

C

兀

9 8
.

9写

3 5
.

7 3

( 3 5
.

9 6 )

9 8
.

3 %

4 0
.

5 9

( 10
.

5 7 )

n

沙

质量分数 ( IT C ) >

C

1
.

4 6 2 0 1
.

4 6 2 6

7
.

2 () 7
.

9 1

( 7
.

5 4 ) ( 7
.

9 4 )

2 8
.

4 2 2 1
.

3 3

( 2 8
.

5 1 ) ( 2 1
.

0 7 )

元素分析 H

C 1

9 8
.

0 %

5 5
.

7 2

( 5 5
.

7 8 )

1 2
.

4 4

( 1 2
.

3 7 )

1 8
.

1 2

( 1 8
.

5 8 )

9 8
.

0%

5 5
.

82

( 5 6
.

0 5 )

1 1
.

83

〔 1 1
.

65 )

1 5
.

2 1

( 14
.

53 )

H<’l
析素分

3 5 0 0一 3 3 0 0 c
m 一 ` (仲胺 N 一 H 伸展振动 )

I R 1 1 2 5 ~ 1 1 1 5 e m 一 ’ ( C 一 ( ) 伸展振动 ) I R 1 6 5 0 ~ z 6 4o e m 一 ’ ( 仲胺 N 一 H 变形振动 )

—
l o 6 o e

m 一 , ( e 一 ( ) 伸展振动 )

注
: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注

:

括号 内为理论计算值

2
.

3
.

3 3
一

( N
’ 一

乙氧基取代十二烷酞胺基 ) 丙基二甲基胺的合成 将 2
.

3
.

2 中制得的中间体

与十二酸甲醋按 1 , 1 ( m ol / m ol )投料
,

并加人预先制备好的甲醇钠 ( 25 %
,

按体系质量的

1
.

5 % 加人 )
,

在 90 C / 26 6 6 P a 下反应 l h
,

粗品在乙醇和戊烷中重结晶
,

收率 4O %左右
。

IR
:

3 4 0 0 e
m

一 `
( O 一 H 伸展振 动 )

、

1 6 7 0 一 16 3 Oe m 一 `
( 酞胺 I 带 )

、

11 0 c0 m 一 ’

附近 ( C 一 O 伸展振

动 )
。

元素分析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 刀

一 l
,

C 6 9
.

64 ( 6 9
.

4 6 ) ; H 1 2
.

4 6 ( 1 2
.

2 7 ) ; N 5
.

9 0

( 8
.

5 3 )
.

n
= 2

,

C 6 7
.

2 5 ( 6 7
.

7 0 ) ; H 1 1
.

5 4 ( 1 1
.

9 0 ) ; N 7
.

9 7 ( 7
.

5 2 )
.

2
.

3
.

4 丙磺酸 中间体法合成 E A H S B
一

I 在 2
.

3
.

3 中合成的中间体与 3
一

氯
一

2
一

经丙磺酸按

1 ,

1( m ol / m ol )投料
,

在乙醇
一

水溶液中回流反应 h3
.

反应物冷却后加人适量碳酸钠继续回

流反应若干小时
,

得粗产物
。

用石油醚萃取后的水相蒸发至干
,

残余物用无水乙醇重结晶 3

次
。

部分分析数据如下
: IR 与图 3 类似

,

3 4 0 O e m 一 `
( O 一 H 伸展振动 )

、

1 6 7 0一 1 6 30 e m 一 ’
(酞胺

I 带 )
、

1 0 90 一 1 0 5 Oe
m

一 `
( C 一 O 伸展振动 )

、

1 1 8 0 一 1 2 3 o e m 一 ’
( S = O 伸展振动 )

。

N M R 谱图

与图 4 类似
。

元素分析 (括号内为理论计算值 )
: 儿

一 1 ( E A H S B
一

I
一

l )
,

C 5 6
.

5 2 ( 5 6
.

6 2 ) ; H

10
.

2 0 ( 9
.

9 3 ) ; N 6
.

5 0 ( 6
.

0 0 )
.

n = 2 ( E A H S B
一

I
一

2 )
,

C 5 6
.

3 0 ( 5 6
.

4 4 ) ; H 9
.

6 6 ( 9
.

8 7 ) ; N

5
.

9 0 ( 5
.

4 8 )
.

活性物分析
:

E A H SB
一

I
一

1> 9 9
.

0 乡乞; E A H SB
一

I
一

2 > 9 9
.

0写
.



方 云等
:

两性表面活性剂经基磺基甜菜碱的合成

3 讨 论

采用丙磺酸中间体和阳离子中间体两种方法合成了轻基磺基甜菜碱
,

产品得率均较高
。

特别是丙磺酸 中间体法与文献相比
,

大幅度地提高 了产品得率
,

并使反应能在有机溶剂或水

体系中完成
,

大大提高了该条合成路线的工业可行性
。

在 50 L 不锈钢釜中放大合成的 R H s B

一
n

,

产率和性能各项指标仍然复现小试结果困
。

表 3 化学法和 H P L c 法测定 H sB 含 t

采用化学分析法测 定 H S B 含量
,

复现性很 R SH B一 ( % ) RSH B
一

: (% )

好
,

并用 H P L c 校验 了该法的准确性
,

实验结果 化学分析法 84
·

1 4 5
·

。

( 见 表 3) 表 明 H P L c 分析结果 与化学法基 本一 一上上竺造一一一止之』一一一一止生止二一

致
,

证明在实验室常规分析和工厂质检 中采用化学分析法测定 H S B 含量是简便可行的
。

参 考 文 献

P a r r i s N e r a l
.

JA ( )C S 1 9 7 6
,

5 3
:
6 0~ 6 3

P a r r i
s

N
e t a

l
.

J A ( ) C S 19 7 7
,

5 4 :
2 9 4一 2 9 6

方 云
.

合成新型磺基甜菜碱两性表面活性剂
.

〔硕士学位论文〕
.

1 98 5

J id i n g X ia
,

Y u n F a n g e r a
l

.

4 r h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u
f
a e t a n r s C o n g r e 、 5

.

B a e e l o n a
.

I l a l i 19 96

J id i n g X i a e r a l
.

3 r d C e s t一0 In r e r n a r i o n a l S u r
f a e r a n r s C o n g r e s s 苍 E x h

l
b 一t

l o n :
A W o r ld M

a r
k e t

.

B a r
b i e a n C e n t e r

,

C
l t y

o f I o n d o n 19 9 2
.

1 4

无锡轻工业学院
,

金陵石化研究院
.

磺基甜菜碱的研制与应 用
.

1 9 94
,

12

T h e S y n t h e s e s o f H y d r o x y l s u l f o b e t a i n e A m P h o t e r i c S u r f a e t a n t s

F a n g Y u n X i a J id in g L i u X u e m i n Z h o u S h u g u a n g

( D e p t
.

o
f C h

e rn
.

E n g
.

)

A b s t r a c t T w o r o u t e s f o r P r e P a r a r io n o f h y d r o x y l s u l f o b e t a in e s (H S B ) w e r e t e s t e d
.

S i x

p r o d u e t s o f l o n g
一 e h a i n a l i p h a t i e a lk y l一 a e y l

一 a n d N
一 s u b s t i t u t e d a e y l H S B w e r e s y n t h e s i z e d

f r o m 3
一 e h l o

r o 一

2
一

h y d r o x y l p
r o P a n e s u l f o n a t e i n t e r m e d ia t e o r e a t i o n i n t e r m e d i a t e r e s P e e t i v e -

l y
.

G C
,

T L C
.

I R
.

H ’ 一N M R a n d e le m e n t a l a n a l y s i s w e r e u s e d t o id e n t i f y t h e s t r u e t u r e a n d

a s s e s s t h e p u r it i e s o f i n t e r m e d i a t e s a n d f i n a l p r o d u e t s
.

I t w a s s
h o w e d t h a t h i g h y i e ld s o f

H S B e o u ld b e o b t a i n e d b y b o t h o f t h e a b o v e r o u t e s u n d e r s u it a b l e r e a e t i o n e o n d i r io n s
.

S u b j e c t
一

w o r d s A m p h o t e r ; e s u r f a e t a n t s ; B e t a in e : S y n t h
e s e s

/ H y d r o x y l s u l f o b e t a i n e a m
-

P h o t e r i e s u r f a e t a n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