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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是继承、传播、探求和创造知识的主要场所，通过知识的传承与发现来教育和培养人才，推
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图书是知识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媒介。
在北京大学纪念化学学科创立一百周年之际，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北京大学百年化学经典》系列丛
书，以示庆贺与纪念。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化学学院）的前身系1910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格致科化
学门，是时满清当局正尝试维新、推行癸卯新学制。
1910年4月30日，化学门招收了7名首届学生；191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首批共14人。
1919年，化学门正式更名为化学系。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化学系正式并人北京大学，成立新的北京大学化学系
。
1994年更名为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01年，原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应用化学专业也融人到化学学院。
　　百年以来，北京大学化学学科走过了风风雨雨，始终站在中国化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前列，肩负
着培养化学人才的重任。
历经民国时期的初奠基石，抗战时期的艰苦奋斗，建国初期的调整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的华章新谱，一
代又一代的北大化学人默默耕耘，取得了累累硕果。
北京大学化学学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培养了近15000名专业人才，其中本科生约12000名，硕士生
约1600名，博士生1000余名。
他们在国内外各行各业中为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套《北京大学百年化学经典》选编了北大化学前辈和同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十部著作进行再版。
按照出版顺序，它们分别为：傅鹰编著《化学热力学导论》，唐有祺著《统计力学及其在物理化学中
的应用》和《对称性原理》，冯新德著《高分子合成化学》，黄子卿著《电解质溶液理论导论》，高
小霞等编著《电分析化学导论》，刘元方等著《放射化学》，张锡瑜等编著《化学分析原理》，徐光
宪等著《稀土的溶剂萃取》，以及周其凤等著《液晶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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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与稀土萃取有关的化学及化工问题。
内容分绪论，稀土元素化学，稀土萃取化学，稀土萃取剂，萃取剂的化学结构与性能，串级萃取理论
和萃取设备共七章。
前五章讨论与稀土萃取有关的基础化学，介绍常用稀土萃取剂的性能和萃取机理及如何筛选开发新的
性能优良的稀土萃取剂；第六章介绍最优化串级萃取工艺参数的计算方法，第七章简单介绍各种萃取
设备和有关的设计计算。
    本书所述原理也适用于其他稀有金属及有色金属的萃取分离，故可供稀土、稀有及有色金属冶炼的
生产、科研和设计单位的专业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无机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稀有金
属化学与工艺及湿法冶金专业的补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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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稀土元素及其分布  第二节 稀土元素的特性和用途  第三节 稀土元素的分离第二章 
稀土元素化学  第一节 稀土元素的电子层结构与价态  第二节 稀土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  第三节 稀土
络合物化学概述  第四节 稀土的无机配位体络合物  第五节 稀土的含氧有机配位体络合物  第六节 稀土
的氨羧络合物  第七节 稀土的其他有机配位体络合物  第八节 稀土的多元络合物  参考文献第三章 稀土
萃取化学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萃取体系分类法  第三节 分配定律和萃取平衡  第四节 溶解度规律和溶
剂分类  第五节 影响萃取率的各种因素  第六节 酸性络合萃取  第七节 酸性络合萃取体系中微乳状液的
形成  第八节 离子缔合萃取  第九节 中性络合萃取  第十节 协同萃取体系  参考文献第四章 稀土萃取剂  
第一节 稀土萃取剂的化学问题  第二节 萃取剂的合成  第三节 稀土萃取剂的分析鉴定  参考文献第五章 
萃取剂的化学结构与性能第六章 串级萃取理论第七章 萃取设备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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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增大搅拌强度，可以使连续相处于高度湍流状态，在连续相内得到相当高的传质系数。
而分散相是比较复杂的，搅拌只是间接影响分散相，使液滴湍流增大的原因可以是各种机理，液滴通
过连续相移动时，两相摩擦会使液滴变形、分裂和内循环；此外，液滴分散和聚结，这种液滴的相互
作用也会使液滴内部传质速度加快。
因此，设计的设备结构，加入的能量，只要能够增大液滴对连续相的相对速度或使液滴在设备内反复
分散和聚结，均能增大传质系数。
　　增大搅拌强度，可以使液滴直径变小，分散相滞液量增大，因而两相接触面积增大。
另外，如果在结构上能使液滴在区段内循环（如下述的所谓“双曲线流”），由于液滴的停留时间增
大，分散相滞液量必然增大，从而使两相接触面积增大。
　　但是，也不能任意加大输入能量，因为随着外加能量的增大，一些降低设备效率的负作用也在增
大，具体有下面几点：（1）随着外加能量的增大，浓度差因返混增大而降低；（2）随着外加能量的
增大，设备的流通量随液滴直径的变小而降低，而设备的澄清器尺寸随液滴直径的变小而增大。
再说，随着液滴直径越来越小，超过了某一数值，由于液滴的内循环变坏，液滴的相互作用降低，液
滴近似于刚性球，传质系数反而降低。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各参数的变化是互相关联的，有的是互相矛盾的，要真正提高萃取设备效
率，就必须使正作用大于负作用，在考虑设备流通量的同时，对于传质速度，重要的是使K，F，△c
三者的乘积达到最大，而不是使某单项值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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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稀土资源极其丰富，作为稀土分离主要技术的溶剂萃取在我国也有较大的发展，本书系统总
结我国在稀土萃取方面的研究工作。
　　本书作者徐光宪教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曾获2008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
　　本书于1989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稀土的溶剂萃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