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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水 NaBiO=通常为黄色或褐色无定形粉末．空气中不稳定，过去的合成方法是由 Bi O 

和 NazO 在隔绝空气与COz的条件下加热制得⋯，本文报道了一种合成无水 NaBiO 多晶粉 

末的新途径．即 Bi(0R)s和 NaOR(R：Pr。，CMezEt，CH CH OCH s)溶于对应母体醇中．加热晶 

化。考察了不同的 Bi(OR)s前驱体对晶化产物的影响，表征了NaBiOa的物相及颗粒大小，形 

貌。 

1 实 验 

参考文献 惭 述方法合成Bi(OR) 及NaOR(R 

试剂均为分析纯并经过纯化处理 。 

将 Bi(OR)a和过量 NaOR溶于对应母体 

醇中．磁搅拌混匀后装入聚四氟乙烯衬的不 

锈钢反应釜中，装填度 75 ．在一定温度下晶 

化数小时，离心分离后，依次用乙醇、苯洗涤 

固相产物并用氮气流吹干．利用 X—ray(D／ 

MAX一"fA型)衍射测定固相产物的物相，透射 

电镜(JEM一1 oo C x 1型)观察其颗粒大小及 

形貌，用化学分析法确定 NaBiO，中Bi、Na的 

相对含量 。]。 

2 结果与讨论 

图 l为 所得到的 NaBiOa多 晶粉末的 

Pr。，CMe?Et，CH2CH2OCH 3)，所用其他 

20 

髑 1 NaBiOa徽粉的 XRD谐 

Fig-J XRD 0f NaBi03 pow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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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D谱，化学分析结果表明产物中Bi、Na的摩尔比为 1．00：1．00，红外光谱中未发现一OH， 

表示NaBiO 不含有结晶水。NaBiO 颗粒为片状刃型微晶，粒径大小 0．1～0．3 m，如图 2所 

示。 

前驱体Bi(OR)a对NaBiOs的晶化有影响， 

实验结果表明，同一晶化温度，不同的BifOR)a 

作前驱体，NaBiOa完全晶化所需时间不同。如 

表 1所示，Bi(OCH zCH OCH )作前驱体所需时 

间较短，这是因为醇盐的碱性随相应母体醇 

的 酸 性 降 低 而 增 大 ，即 碱 性 顺 序 为 M 

(OCMe2Et) > M(OPr。) > M(OCH0CH2OCH3) 

(M：Bi．Na，x：1，3)。同一温度下，对应母体 

醇的蒸气 压大小则为 Pr。OH>HOCMez~> 

CH：OCH CH OH。相同的装填度及晶化温度所 

对应的反应釜压力也依上述顺序逐渐降低． 

反应体系的碱性越强’妇i力越大，NaBiO~越易 

晶化。因此，Bi(OPt。) 作前驱体更利于NaBiO 

的晶化，即所需晶化时间短。 

图 2 NaBiOs馓材的 TEM 图 

F ．2 TEM of NaBi03 powders 

表 l 不同的 m(oR)，的驱体对晶化时间的影响 

Table I Effects 0I Differenl Bi(OR)l Precur0ors on the CrysmU Time of NaBiOl 

tota]apl~erent c0㈣ 【ra【l∞ of the precursor：0．2 tool·L～ ，crystalling termperature}240℃ 

NaBiO。的晶化实际上是 Bi(Ⅱ)氧化为 Bi(V)的过程．通常 Bi(I)的还原性较弱，需较强 

的氧化剂才能将其氧化，热压条件水或醇作介质是一个氧化过程，使许多常压下难以进行的 

氧化反应得以进行 。。。。醇盐一醇体系中，由于Bi(oR) 及NaOR的强碱性．造成Bi(I)的氧化 

还原电位降低，还原性增强，在相对较低的温度下可被氧化为 Bi(V) 而 Bi(V)的氧化物极 

不稳定 ]，从而生成具有稳定相的复合氧化物 Na Bj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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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S OF ANHYDROUS NaBiO3 POLYCRYSTAL POW DERS 

BY SOLVOTHERM AL METHOD 

Chen Dairong Meng Xiangjian Li Jiaxin Sun Sixiu 

凸呷盯“n叭 _Jj c 豳岫 ，吲球出嘲 I：稍辑 ，如 l 25~100) 

Xu Ru~'en 

( 坤咖州  d捌幽竹 ．J 如 ，d删 蜊 I30023) 

Anhydrous NaBiO3 polycrystal powders have en prepared through a VIew process in which 【h。 

alkoxIdes were used as precuTsors and the parent ROH as medium，The influences of precursors and 

medium fof products were investigated．The reducibillty of Bi(I)in solvthermal process a d 

morphology of NaBi03 powders wet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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