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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希土兀素的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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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希土元

素异硫氰酸盐能与众多的配位体形成配合物
,

而希土元素异硫氛酸盐水合物是制备相应配合

物的原料 7 此外
,

希土 %8 ( 一硫氰酸根体系在希土元素的萃取
、

分离中也有着重要的应用
,

因此
,

有关希土异硫氛酸盐的研究已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兴趣
#

但迄今为止
,

有关希土元索异

硫
“

盐低水合物的研究还很少
〔’一

叭 而关于
∃%∀ 1,(

) ·

小
−. 以及

∃%∀ 1,(
) ·

小
−. 的

研究 尚未 见报道
·

本 文进 行 了这方 面的 研究
,

制备了低水合 物 ∃ , & , (, ·

7
∗ 9。 和

∃ %∀ & , (, ·

−

全
” −.

,

, ”得了 。‘门的熔 、
,

又寸它们进行了 : 射线、、射物相分析
,

, , 量了低水合

物 ∃%∀ ; , (〕
·

<
∗ 9 和 ∃ %∀ 1 ∋(, ·

−

7
∗ 9 以及高水合物 ∃ %∀ ; ,(, ·

= ∗ 9  于 , , “
·

, , 5 “‘在水

中的积分溶解热
,

求得 了这两种低水合物的标准生成焙
、

晶格能以及相应的从高水合物至低

水合物的标准脱水焙
#

实 验 部 分

一样品的制备
0

#

高水合物 ∃ %∀ 1 ,()
·

=∗ 9 的制备 以纯度 3 3
#

3一 3 3
#

3 3 .,. 的 ∃ 9 )%>几海跃龙化工?
‘

产

品(
,

优级纯浓 ∗ 9,  
,

分析纯 ≅ Α%  ∗ (2
·

∋∗ 9 
,

优级纯 ∀ ∗
‘, 1 ∀ 为原料

,

根据反应 2

9∀ ∗
一∋& ∀ Β ≅ Α %Χ ∗ (− 二 ≅ Α %∋& ∀ (−Β − ∀ ∗ ) 个Β − ∗ −.

∃ 9Χ )Β ) ∗ −/ . ‘Δ ∃ 9%/ .
一

()Β )∗ −.

) ≅ Α %∋ & ∀ (− Β ∃ 9%/ .
一

() Δ ) ≅ Α , Χ 奋Β 9∃‘∀ & ∋()

制得 ∃%∀ & ,( ) · Ε ∗ 9  晶体
#

用二次蒸馏水重结晶
,

将所得晶体放人监有 /. 一 /) Φ ∗ 9, 

本文于 03 4 4年/月 日收到
#

中国科学院基金资助的课题
#

·

尹敬执同志为山东大学兼职教授
#



·

− 4
·

无 机 化 学 学 报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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