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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还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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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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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图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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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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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氧化还原达到平衡时 &’∋ , ’的浓度也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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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也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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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Ξ 结果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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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对光还原分 离铺的影响和铁 的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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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浓度的

1 2 Ο( )
‘ ,

. / Χ ) δ3一 . / Χ Χ 1 2 也能抑制钊<的于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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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奴Κ诱异时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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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还啄分离铺时

,

体系中铁和钻的存在 会产生产重的干扰
#

其含话越高
#

于扰越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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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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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铁和钟的干扰有扛Ψ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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