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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分别在核燃料循环和

核医学临床方面有重要的价值而备受学者关

注&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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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有理想的核物理特性&成为目

前核医学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堆照同位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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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变的子体&可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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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裂片混合溶液进行处理&提取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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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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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生器&然后使用生理盐水淋洗

的方法获得&也可由反应堆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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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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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乏燃料或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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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料中分离提取

锝的方法有蒸馏法(色层法(沉淀法(电化学法(

离子交换法(溶剂萃取法等&其中溶剂萃取法因

为其操作方便&选择性强(萃取剂来源广等特点

而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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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研究是针对强酸性乏

燃料后 处 理 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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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萃 取'如 清 华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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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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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剂对高放废

液中铀(钚进行萃取回收的同时发现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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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具有很好的萃取能力&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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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该萃取体

系的耐辐照性能进行了进一步考察!欧阳应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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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在反应堆乏燃料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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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中常用的萃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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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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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一定的萃取

能力'同时&在碱性条件下对
D2

的萃取研究报

道也有不少'碱性条件下用酮类试剂萃取分离

和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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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国际上进行了很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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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性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

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牟婉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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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碱

性条件下酮类试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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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萃取分离行为&发

现碱性体系中丁酮能高效(快速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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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萃

取率易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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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相关的研究也表明"

碱性介质中丁酮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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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迅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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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分离技术&国外已有

一些医疗研究中心和商业公司采用萃取分离法

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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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动发生器&采用丁酮作萃取剂可获

得高纯度(高比活度的高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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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溶液供

医用&并具有废物量小(成本低等特点'但迄今

为止&有关萃取分离
D2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萃取

工艺条件方面&而对萃取锝的热力学性质研究

尚未见报道'

为更深入地了解丁酮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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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相关热力

学性质&本工作拟开展丁酮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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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热力学研

究&以确定萃取平衡常数&找出萃合物组成&探讨

丁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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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萃取反应机理&为优化和扩展丁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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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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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按体积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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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饱和

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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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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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按实验设计的比活度向装有一定浓度和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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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其中加入预平衡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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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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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率随有机相

与水相相比的增大而增加&当相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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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体

系的萃取率已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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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虑到本萃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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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浓度对萃取分配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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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同
'0[G

浓

度介质中丁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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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影响示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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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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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
'0[G

碱性体系中&随碱液浓度增大&其

萃取分配比也在增大&但考虑到实验的可操作性

及实际需要&本实验选择碱浓度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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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进行

萃取实验研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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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浓度对丁酮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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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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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平衡时间的确定

接触时间对丁酮萃取
D2

的影响示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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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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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本实验室条件下&丁酮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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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非常迅速&当丁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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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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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萃取即可达到平衡'为保证萃取平衡的完全

建立&其它所有萃取时间均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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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剂对丁酮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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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由于在利用作图法计算热力学函数时&在相比

不变的条件下&要考察丁酮浓度变化时对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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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在进行浓度变化影响实验前&

对丁酮的稀释剂进行了选择实验'实验结果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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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A@ ]_̀_) ]__̀@!

!*! ](_̀A@ ]@̀?* ]__̀_*

!(! ](_̀A@ ]@̀)@ ]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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