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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络合萃取技术对于极性有机物稀溶液的分离具有高效性和高选择性。
络合萃取技术的发展，使有机物络合萃取机理分析和研究日趋深入，有机物络合萃取化学原理得以逐
步完善，形成了溶剂萃取化学的一个分支方向。
　　《有机物络合萃取化学》分原理篇和应用篇，包括萃取基本知识、萃取过程描述、各种萃取体系
、萃取体系QSPR研究以及萃取过程设计、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内容，系统阐述了络合萃取的化学原理、
过程特征、萃取体系、分离工艺及模型预测、应用实例及前景。
《有机物络合萃取化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工、生物化工、环境、制药等专业从事分离过程研究开发
、设计和运行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供上述专业师生作教学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物络合萃取化学>>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原理篇第一章　概述1.1　有机物稀溶液分离体系1.2　可逆络合反应萃取分离方法1.3　定
量结构一性构关系的研究第二章　有机物的溶解特性及萃取过程影响因素2.1　物质溶解过程的一般描
述2.2　有机物在溶剂中的溶解特性2.2.1　有机物在水中的溶解特性2.2.2　有机物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
特性2.3　有机物萃取的各种影响因素2.3.1　空腔作用能和空腔效应2.3.2　被萃溶质亲水基团的影
响2.3.3　溶质与有机溶剂相互作用的影响参考文献第三章 溶剂萃取的基本概念和络合萃取的过程描
述3.1　溶剂萃取中的基本概念3.1.1　分配定律和分配常数3.1.2　分配系数3.1.3　萃取率3.1.4　相比和
萃取因子3.1.5　萃取分离因数3.1.6　萃取平衡线3.1.7　物理萃取与化学萃取3.2　络合萃取过程的描
述3.3　络合萃取体系的基本特征3.3.1　分离对象的特性3.3.2　络合剂的特性3.3.3　稀释剂的选择3.3.4
　络合萃取的高效性和高选择性3.4　络合萃取体系的重要特征性参数3.4.1　分离溶质的疏水性参
数lgP3.4.2　分离溶质的电性参数pKa3.4.3　络合剂的表观碱（酸）度pKaB3.4.3.1　络合萃取剂表观碱（
酸）度的定义3.4.3.2　络合萃取剂表观碱（酸）度的测定方法3.4.3.3　络合萃取剂表观碱（酸）度的影
响因素3.4.4　络合剂相对碱（酸）度pKa，B3.4.4.1 以被萃溶质为对象的络合萃取剂相对碱（酸）度的
定义3.4.4.2　络合萃取剂相对碱（酸）度的测定方法参考文献第四章　溶剂萃取的相平衡4.1　物理萃
取的相平衡4.1.1 物理萃取相平衡的一般性描述4.1.2　弱酸或弱碱的萃取相平衡4.1.3　萃取相溶质自缔
合的萃取相平衡4.1.4　混合溶剂物理萃取的相平衡4.2　络合萃取的相平衡4.2.1 络合萃取相平衡的一般
性描述4.2.2　络合萃取相平衡的质量作用定律分析方法4.2.2.1 有机相中发生反应的络合萃取模型4.2.2.2
　界面发生反应的络合萃取模型4.2.3　络合萃取平衡常数和分配系数4.2.4　萃合物化学组成的确定4.3
　表观碱（酸）度、相对碱（酸）度与络合萃取平衡常数4.3.1　表观碱（酸）度与络合萃取平衡常数
⋯⋯第五章 中性含磷类络合萃取体系第六章 酸性含磷类络合萃取体系第七章 胺类萃取体系第八章 络
合萃取体系中重要参数的QSPR研究第九章 络合萃取体系的QSPR研究第二部分 应用篇第十章 溶剂萃
取的过程设计第十一章 QSPR研究在络合萃取体系设计中的应用第十二章 络合萃取技术的应用举例附
录 分子连接性指数的计算方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机物络合萃取化学>>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原理篇　　第一章 概述　　分离过程与技术是化学工程学科的重要分支之一。
它在化学工业、石油炼制、矿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核燃料的加工和后处理、海洋资源利用和医药工业
、食品工业、生物化工以及环境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对分离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高纯物质的制备、各类产品的深加工、资源的综合利用、环境治理严格标准的执行，大大地促进了分
离过程和技术的发展。
在传统的精馏、吸收、萃取、吸附等单元操作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单元操作过程或多种单元操
作联合使用的过程，如泡沫吸附过程、膜分离过程、反应精馏过程、反应萃取过程（包括有机物络合
萃取过程）、膜萃取过程、超临界萃取过程、双水相萃取过程等。
　　1.1 有机物稀溶液分离体系　　多样化产品分离、高纯物质提取的任务是随着现代化学工业的精细
化而带来的。
在这些任务中有许多属于极性有机物（包括稀溶液体系、难分离体系和热敏性物质体系）分离的范畴
。
极性有机物稀溶液的分离是一个很有价值但难度很大的课题。
　　醋酸和酚类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有关产品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出含醋酸和酚类（质量分数5％以下
）的废水，如果不加回收和处理任意排放，不但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由于极性物质易与水形成氢键，采用常规的方法来处理，不但能耗大，而且效果差。
因此，寻找一种高效节能的方法处理极性有机物稀溶液的分离问题，成为一个既有理论研究价值，又
有实际应用背景的课题。
　　有机羧酸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在化工、染料、食品及医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
有机羧酸的重要制法之一是发酵法，其特点是原料的利用及转化率较高。
由于分离对象通常为多元组分的稀溶液，分离费用一般占整个产品成本的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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