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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低品位硫化铜矿的细菌冶金》共有7章，概述了铜冶金的工艺，介绍了细菌浸出的原理、试验研究
原料的理化性质、低品位硫化铜矿细菌浸出实验室研究和硫化铜矿细菌浸出工业试验、铜浸出液的萃
取以及铜电积的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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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概述1.1 铜及其化合物的理化性质1.1.1 铜的物理化学性质铜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第四周期IB族元素。
原子序数为29，元素符号为Cu，相对原子质量为63.54，电子构型为3d104s1。
金属铜呈玫瑰红色，电解铜的密度为8.194g／cm3，退火铜材为8.93 g／cm3。
熔点为1083℃，沸点为2595℃，熔化热为13.01kJ／mol，铜的蒸气压较低，在熔铸温度下为0.15—0.29Pa
，蒸发热为304.63KJ／mol，特鲁顿常数Trouton Con-stant）为25.39，原子半径为0.1276Um，离子半
径0.096Um。
铜的电阻率为1.694UM.CM，热导率为397W／（m.K），电阻温度系数为0.0068，磁化率为-0.068×10
—6CM3／g，抗拉强度为23×104kPa，拉伸弹性模量为（10.2～12）×106MPa，莫氏硬度为3。
铜有两种天然同位数，质子数分别为63（占69.48％）和65（占30.52％），还有其他9种（质子数为58
—68；除63和65外）同位素，半衰期3.21s-12.701h。
铜有很大的韧性、延展性和柔软性，容易锻造和压成薄片，可以轧成很细的金属丝。
磨光的铜呈红色，其互补色为光线透过很薄的铜片或熔融状态铜时所产生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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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低品位硫化铜矿的细菌冶金》适合有色冶金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及科
研院所相关专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品位硫化铜矿的细菌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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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