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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浓度等条件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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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螯合性能$研究发现

在室温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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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BC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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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螯合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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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达到最大!

;BC

对

E)

"F螯合物的摩尔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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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稳定常数
0

3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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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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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对
;BC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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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螯合量有

着重要的影响$当螯合反应显弱酸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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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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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螯合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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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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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氮基三丙酸能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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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在较短时间内形成

稳定的螯合物!这为对铍中毒有效的新螯合剂的研

制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BC

对
E)

"F螯合物的摩

尔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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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作用机理图相吻合!条件稳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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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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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螯合物比较稳定$螯合反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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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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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合反应显弱酸性时!不仅
;BC

末端的羧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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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上升!铍离子螯合的量也随之增大$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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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继飞等&次氮基三丙酸与铍离子螯合作用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