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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较低时#还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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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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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示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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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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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到
+A&Bd

$由
U

*

#

+与
Y-

*

#

+

的反应动力学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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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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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萃率影响较大$另一方面#随着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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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比变大$因此在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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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B&@

+&!I*)

H(

B&+I*)

"

@"&+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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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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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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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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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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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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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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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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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结果示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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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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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浓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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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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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萃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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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溶液#在相接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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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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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实验结果示于图
B

$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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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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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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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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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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