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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芳烃是苯酚单元通过亚甲基桥连所构成的

大环化合物&其上缘是疏水亲油性质的叔丁基&下

缘是亲水性质的酚羟基&是继冠醚和环糊精之后

的第三代超分子化合物*

*

+

&既可与阳离子结合&也

可与中性分子形成配合物'因为杯芳烃易于进行

化学修饰&近年来&人们已经合成了不同结构和类

型的杯芳烃衍生物*

(>!

+

&其中&杂原子与杂环杯芳

烃衍生物备受关注&并且将杯芳烃及其衍生物用

于萃取分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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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是一种高效(经济的能源&是目前唯一可

以大量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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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核能的

快速发展&对铀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在铀的开采

和生产工艺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具有放射性和非放

射性污染特征的污染物&对整个生态环境和人类

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M

+

&含铀废水处理需妥善解决'

据文献*

D>?

+报道&含磷氧官能团的分子可以作为

提取核废物中锕系元素的配体&近年来&杯芳烃磷

氧化合物已有文献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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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工作拟研究

通过在杯芳烃酚羟基上衍生磷氧基团&合成杯芳

烃磷氧衍生物&并与杯芳烃进行比较&通过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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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化合物结构

进行表征&考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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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萃取效果&揭示杯芳烃分子中衍生的磷氧基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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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贡献&为开发适用于铀选择性分

离的萃取剂提供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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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在此温度下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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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完全后过

滤除去固体&滤液依次用饱和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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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洗涤'分出有机相&用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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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用旋

转蒸发仪蒸干&残留物用甲苯重结晶&得到白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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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烃磷氧衍生物#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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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合成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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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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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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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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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氯磷酸二乙酯反应&

反应完全后&过滤除去固体&滤液用饱和盐水(水

洗涤&提纯后得到白色固体&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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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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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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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氯仿溶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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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剂&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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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液混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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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锥形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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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温摇床中振荡一

定时间后&静置&待分层后&取出一定体积的水相&

用分光光度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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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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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吻合!衍生物
^

(

4

与
0

(

2

相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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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数据和核磁共振数据&并且参考上述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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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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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结果示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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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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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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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升高&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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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率先升高再降低'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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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效果

好!酚羟基引入磷氧基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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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率

(+!

核化学与放射化学
!!!!!!!!!!!!!!!!!!

第
!"

卷



分别达到
MD&(*f

(

D"&O!f

&与对应的化合物
0

(

2

相比 对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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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

表征确定其

为目标产物'进行了四种化合物对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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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

性能研究&结果表明"四种萃取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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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

反应为放热反应&杯芳烃中增加磷氧衍生物提高

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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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萃取能力&说明杯芳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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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合既与芳烃的空腔结构有关&又与环上的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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