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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的长期放射性危害主要来源于
C-

和

次锕系元素%简称
_G

#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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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8

和
Z8

&#在

漫长的地质储存期间#这些元素需要严格与生物

圈隔离)为了降低这些元素带来的风险#需要将



这些元素分离出来后#然后用中子轰击#使其转变

成短寿命或稳定元素#这一过程称为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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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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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可以大大缩短乏燃料与生物圈的隔离时间#

降低乏燃料的储存风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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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镧系元素

%

K/

&具有相似的萃取性能#在一般的
_G

萃取分

离流程中往往
_G

和镧系元素共同萃取难以分

离)而
K/

具有较大的中子俘获截面#会严重降

低嬗变效率#因此需要将
_G

与
K/

分离以实现

_G

的嬗变)而
_G

与
K/

一般需要采用特殊的

萃取流程或通过合适的反萃剂在反萃过程中加以

分离)

目前#各国已经有多种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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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溶剂

萃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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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萃取进入有机相后#需要采用选择性反萃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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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镧系元素选择性反萃下来#这种反萃剂需

具有"较高的选择性和化学稳定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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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可以充分燃烧#水溶性好#反萃容量大#易于

合成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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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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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反萃剂同时具有较高

的选择性和化学稳定性#但是在分子结构中的苯

环较多#限制了其在水中的溶解性#同时苯磺酸引

入了硫元素#会导致二次废物量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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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拟以
D<EFG

作为萃取剂(正十二烷为稀释剂

组成有机相#开展
CDE

反萃
G8

和
H-

的研究#

系统研究两相接触时间(

CDE

浓度(初始硝酸浓

度和温度对反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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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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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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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成与表征

CDE

按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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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合成并纯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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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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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表征#

HWT?_W

检测结果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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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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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十二烷#并与相应浓度的硝酸恒温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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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踪量)!+

G8

和+#)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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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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