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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505 13.2.6离心萃取器内的返混506 13.3环隙式离心萃取器的操作特性和设计放大507 13.3.1环隙式离心
萃取器的操作特性507 13.3.2环隙式离心萃取器的设计放大513 符号表515 习题516 参考文献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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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2.4军取动力学过程控制机制的判定 在用于萃取动力学研究的恒界面池内，可通过
改变影响萃取速率的几个因素的实验对萃取动力学过程控制机制进行判断。
 （1）搅拌强度的影响 搅拌强度即搅拌的剧烈程度，其具体的数学表达为N3D2，其中N代表搅拌器的
转速，D代表搅拌器的直径，若D不变，则改变搅拌器的转速即可改变搅拌强度。
对于扩散控制的萃取过程，其萃取速率随搅拌强度的增加而有规律地增加。
对于纯粹界面化学反应控制的萃取过程，其萃取速率则与搅拌强度无关。
 （2）两相界面积的影响 显然，扩散控制的萃取速率与界面积有关。
在化学反应控制时，若为界面化学反应，其萃取速率则与界面积成正比，如为相内化学反应控制，则
其萃取速率与界面积无关。
 （3）温度的影响 化学反应速率对温度很敏感，通常温度每上升10℃，反应速率增加1倍。
虽然温度也会影响扩散速率，但对萃取速率的影响没有化学反应控制类型那么显著，因此测量萃取速
率及其温度系数可以作为判断动力学控制机制的依据。
但C.Han—son指出这种判断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测得的温度系数和活化能都是表观的。
 综合上述，如果萃取速率与搅拌强度和界面积大小均无关，即表明这一萃取过程属于相内化学反应的
动力学控制机制。
如果萃取速率与搅拌强度无关，但与两相界面积大小成正比，此过程即属于界面化学反应控制机制，
或是伴有化学反应的传质过程。
如果萃取速率与搅拌强度和两相界面积都有关，那么萃取过程即属于扩散控制类型或者混合控制类型
。
若要进一步判断区分这两种类型就需要详尽地研究萃取速率与各反应组分浓度的关系。
 增加两相界面积和搅拌强度，传质速率会随之增加，而且当两相界面积和搅拌强度增加的幅度足够大
时，还会使有相内化学反应或界面化学反应的传质过程由扩散控制类型转为混合控制类型，进而再转
为化学反应控制类型。
对于存在相内化学反应的情况来说，混合类型控制的萃取过程的萃取速率在过程的开始阶段与搅拌强
度有关，但从某一时刻起，却会变得与搅拌强度无关，这说明这一过程已转变为相内化学反应控制的
动力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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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液-液萃取》立足于讲清液-液萃取过程的基本理论，追求实用性和新颖性，即从液-浓萃取过程的研
究和生产实践出发，力求涵盖近年来国内外萃取技术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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