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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_B

由于浓度极低&并没有体现出协

萃效果&反而与萃取剂形成竞争&造成分配比的降

低'综合比较&发现在正十二烷(正辛醇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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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性能&最大分

离因子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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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表

明该化合物结构在分离锕系和镧系离子中在选择

性上具有优越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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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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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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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位基团的柔顺性不同&说明萃取剂分子的局部柔

顺性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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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分离&这对于主体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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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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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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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从而造成分配比和分离因子的下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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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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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分离性能进行了考察&并对萃取体系,时间,

酸度和盐析剂等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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