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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指出
,

两种配合物结构类似
,

+ . 和 01 原子均由二乙基磷酸根的六个氧原子配

位形成八面体构到
∀

关健词 8 + , 0 1 晶体结构

二烷基磷酸希土在希土元素分离中获得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

其合成及结构的研究也有些

报道 Γ’一 ‘】,

但多限于波谱 方面的探讨
,

即使简单的二烷基盐也极少见到晶体结构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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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对其结构进行了研究
∀

本 文用希上氢氧化物与二乙基磷酸水溶液在冰冷条件下反应得到了一系列希土二乙基盐

的晶体
,

并测定其化学组成
。

现仅对 + . 和 01 盐的晶体结构进行剖析
。

结 构 测 定 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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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确 定 及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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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描 述 和 讨 论
非氢原子的坐标参数及各向异性温度因子的平均值列于表 − 和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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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主要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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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主要链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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