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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利用角度来说
,

是合理的
�

通过本研究证实
,

利用高效处理工艺处

理生活污水或以生活污水为 主的 城 市 污 水

时
,

除需考虑 � � � 负荷外
,

尚需综合考虑 ��

负荷
�

在城市污水处理工艺研究中
,

注意这

方面特点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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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废液泡沫富集抗的研究
宋

柯家骏 李希明
�中国科学院 化工冶金研究所�

夭津化工厂氯化车间生产四氯化钦
,

其

原料为认铁矿砂经电炉冶炼后的高钦渣
,

在

沸腾氯化炉内加炭氯化得 �� ��
�

产品
�

我国

某些钦矿中常含有微量抗
,

高温氯化时抗呈

�� ��
�

进人炉尘
,

在现生产中此炉尘是用水冲

人排水沟中
,

抗则以 ��
�十 形式进人排水里

,

对

此工业废液进行分析
,

其中含 �� 什 平 均约

�� 一�� 毫克� 升
�

近年来
,

抗在电光源材料和原子能工业

中的特殊用途
,

已引起人们注意杭的提取和

回收川
�

关于抗及其化合物的毒性尚未确定
,

曾有人试验将 �� ��
�

溶液分别用静脉或内腹

膜注射人 白鼠体内
,

其 �� 小时的致儿剂量分

别为 � � � 和 �斗毫克 �公斤
,

主要是沉积在肝

和脾脏中目
�

目前
,

上述工业废液是全部排放进人渤

海湾
,

这不仅造成贵重金属流失
,

而且严重污

染环境
�

为此
,

需寻找处理此种含氯化物的

废液
、

并分离回收抗的方法
�

对于这种含抗

极低的稀溶液
,

直接用一般的萃取或离子交

换法处理是较困难的
�

本研究是试验用泡沫

富集法进行处理的可能性
�

此法也称为离子

浮选法〔�� ,

即在溶液中加人少量表面活 性捕

收剂
,

使其选择性与某种金属离子形成化合

物
,

并附着于气泡上
,

气泡上升形成泡沫层
,

从而与大量的液体分开
,

达到分离与富集的

目的
�

本文是用含碳原子 �一 �� 的饱和脂肪酸

钾盐作表面活性捕收剂
,

以癸酸钾的试验效

果最好
,

抗可富集在泡沫产物中
,

然后再用其

它方法进一步处理和提纯
�

实 验

用直径 �� 毫米
、

高 巧。毫米的圆玻璃柱

装置进行试验
�

在圆枉底部 装 有子 � 型 玻

砂滤板
,

孔径 �一 �恤
,

压缩空气经转子流量

计计量后
,

通过此多孔分布板
,

在液体内形成

气泡
,

并不断在往内上升
�

合抗的氯化物溶

液是配制成含 �� 汁�� 毫克 �升
,

酸度 �
�

��
�

分

别用 � 多的含碳原子 �一 �� 的饱和脂肪酸钾

盐 �辛酸钾
、

癸酸钾和月桂酸钾�的水溶液
,

按

与 �� 什 反应化学计量所需用量 �
�

� 倍加人到

� 杜士奎同志进行化学分析 , 王宝峰 同志协助红外光

谱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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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氯化物溶液中
,

搅拌 � 分钟后
,

即可观察到形

成稳定的皂类胶体悬浮物
�

在柱内充气进行

泡沫分离约 �� 分钟
,

空气流量 �
�

� 升 �分
�

在

柱顶扩大部分形成的泡沫层
,

连续刮出收集
�

分析余下溶液的含杭量
,

计算泡沫产物中杭

的回收率
�

溶液中抗是用抗
一

铬天青 �一澳化

十六烷基三甲基胺的三元络合物分光光度法

分析测定
�

溶液 � � 值是添加 � �� 或 � � �

调节
,

用 �� �一�� � 型酸度计测量
�

科 学 � 卷 � 期

佳
�

这是因为抗的癸酸皂在 �� � �
�

� 的酸性

介质中
,

会逐渐分解成癸酸而失效 � 在 � � �

�
�

。以后
,

溶液中的抗则会生成 �� ��� 工��
�

沉

淀
�

由 �� 一�
� � 系的电位一 � � 图计算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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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和 讨 论

在氯化抗溶液中分别添加一定量的含碳

原子 �一 �� 的饱合脂肪酸钾盐作表面活性捕

收剂
,

在 �� ℃ 和 � � 斗
�

� 相同条件下
,

均可生

成相应的皂
,

溶液充气时能附着于气泡上形

成泡沫层而富集分离
�

试验结果表明
,

以癸

酸钾的效果最好
,

泡沫产物 中抗 回 收 率 为

� �多 �见表 � �
�

表 � 不同表面活性捕收剂泡沫

分禽抗的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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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

溶欣中的杭才能以 ��汁 或

�� � � 十 � 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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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抗泡沫分离的最重 要 因 素是 溶 液

pH 值
,

以用癸酸钾作表面活性捕收 剂为 例

(见图 l)
,

在 pH 一 3
.
8一5

.
0 范围内效果较

PH

sc 一
H

Z
o 系的电位一 p H 图 (25℃夕

2 3 4 5

州

图 1 pH 值对抗泡沫分离的影响

(用癸酸钾时
,

25 ℃)

在 25 一”℃ 温度范围内进行 试 验
,

于

pH 4
.
0 的条件下

,

对用癸酸钾泡沫分离抗的

效果基本上相同
.

充气时所用的空气量与泡沫分离时间有

关
,

降低空气流量则要延长泡沫分离的时间
.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
,

进人泡沫层中的溶

液体积一般为原溶液的 2一3多
,

抗在泡沫产

物中明显富集
,

这有利于用其它方法进一步

分离提纯
.

曾将用癸酸钾泡沫分离抗所得的泡沫产

物
,

进行过滤和多次洗涤后
,

经 X 射线粉末衍

射分析是晶质物质; 发射光谱分析其中不含

钾
,

主要含杭;红外光谱分析 (见图 3)没有出

现游离癸酸的特征谱线 (2500一2700
。
m
一‘

)

,

�次�彭并回塌公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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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狡基的特征谱带移至相应的电离狡基振动

的较低频率区 (1470一1550
cm 一 ‘

)

,

这提示生

成了 M e一。 键
,

故初步确定此泡沫产物中的

主要成分为癸酸抗
—
sC[cH3(cHZ笼c0 0 ]3.

在实际的工业废液中
,

氯离子含量往往

高达 50 克/升左右
,

其中阳离子杂质主要是

铁
,

经分析查明
,

大部分是以 Fe 汁 氯化 物形

式存在
,

一部分是呈 Fe 什 状态
.
在 pH 一

3
.
8一5

.
0 范围内

,

Fe

Z十 对泡沫分离过程影响

科 学
。

33

。

不大
,

但 Fe
3十 这时则会形成 F

e
(O H )

3
沉淀而

直接影响分离效果
,

故要将溶液中的 Fe 什 转

变成 Fe Z+
.
本试验是在此溶液中加人铁粉使

Fe 什 还原成 Fe
Z十 ,

在工业应用时可以考虑采

用废铁屑
.

由以上结果看出
,

泡沫富集法是处理这

种含杭极低的稀溶液的一种 比 较 有 效 的 方

法
,

设备和操作均较简单
,

所得富集产物经再

溶解后可供其他方法(如萃取或离子交换法)

进一步提纯处理
.

本工作还有待深人
,

对溶液中其它离子

的影响要进一步考查
,

下一步还得在连续装

置上进行扩大试验
.

参 考 文 献

(次�价到绍

小一丽丽
-

图 3

2000 1600

波数 (cm
一
1
)

1
2 0 0 8 0

0

泡沫产物癸酸抗的红外光谱图

1 1 〕 柯家骏
, 化学通报

,
1 0

,
6 2 4

(
1 9 8 1

)

.

L
Z 」 La血加

e,
E

.

E.

,

et
al.

,

2
刀活
.
J
.
A p 州

.
丑旅她t

150 云。夕es
,

2 7
,

3 7 3 ( 1 9 7 6
)

.

[
3

]
s

e
b b

a ,

P

. ,

I
o n

F l
o

t
a 桩on

,
E l

s

evi
er

,

人功ste rd a m
,

(
1 9 6 2

)

.

尸
‘ 了一 汽 乍

愁 万
抗菌农药40 2 对小鼠肝蛋白质和 D N A 亚细胞合成的影响

丁训诚 王根发 秦逸秋 袁正丽 董华模
(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毒理研究室)

抗菌农药 402
,

化学名为乙基硫代磺 酸

乙醋 [e H
3e H Zs (0

2
)se H

Ze H 3)
,

是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根据天然大蒜素合成

的一种抗菌农药
,

它具有广谱
、

高效的特点
,

已应用于稻种消毒等
.
本文利用

’
H 标记的

前体研究 402 对小鼠肝蛋白质和 D N A 合成

的影响
,

为制订每 日容许摄人量提供亚细胞

水平的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实验动物及分组

体重 18 一22 克小鼠
,

雌雄各半
,

每组 10

只
.

1
.
对照组 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

每夭一

次
,

连续四次
.
每次剂量按第二组计算

.

2
.
诱导组 腹腔注射 0

.
25务 (w /V ) 苯

巴比妥钠生理盐水
,

每天一次
,

连续四次
,

每

次剂量 60 毫克/公斤
.

3
.
40 2 组 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

每天 一

次
,

连续四次
.
第五天上午给小鼠用 40 2 灌

胃 135 毫克/公斤
,

称单次组
.
连续六天灌胃

55 毫克/公斤
,

称多次组
.

4
.
诱导加 402 组 按第 2 组条件诱导四

天
,

第五天按第三组条件用 4 02 灌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