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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电导率仪在２８８～３０８犓温度范围内测定了犔犻犆犾在纯有机溶剂（异丙醇）中的电导率；利用公式

计算了犔犻犆犾的摩尔电导率；按犓狅犺犾狉犪狌狊犮犺经验公式，使用犗狉犻犵犻狀软件进行线性拟合，作图外推求得犔犻犆犾在异丙

醇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λ０值；并讨论了犔犻犆犾在异丙醇中的电导率、摩尔电导率、活度系数和相对偏摩

尔自由能随溶液浓度和温度的变化关系及其温度对犔犻犆犾溶液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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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锂（犔犻犆犾）及其衍生产品用途广泛，近

年来氯化锂在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医学上用于治疗糖尿病、遗传研究；生物学

中用于分离提取犚犖犃及少量质粒犇犖犃的提取

和纯化；作为诱变剂，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环

保等行业选育优质菌种，培育高产菌株，合成医

药中间体，对菌种进行遗传改造；在有机结构分

析方面，犔犻犆犾是一种重要的阳离子添加剂；在新

材料领域，广泛应用于甲壳素（质）的生产；在空

调机和除湿机中作为吸附剂和除湿剂。另外，

因氯化锂及其衍生产品在受控核聚变反应、铝

锂合金、锂离子电池、光通信中的非线性光学材

料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增加了对原料氯化

锂的需求，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

氯化锂的生产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市场前

景［１］。

青海盐湖卤水中的锂盐是以犔犻犆犾形式存

在，如果能够直接从盐湖卤水中提取犔犻犆犾，必然

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解决了盐湖资

源开发中氯的污染问题，使盐湖资源得以综合

开发利用。从盐湖卤水中直接提取高纯氯化锂

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为溶剂萃取法，异丙醇是一

种非常经济实用的萃取溶剂，异丙醇萃取法可

制得纯度为９９９％的犔犻犆犾［１］。

本文在２８８～３０８犓温度范围内测定了犔犻犆犾

在有机溶剂异丙醇中的电导率，利用公式λ＝

（κ液－κ剂）×１０
－３／犆计算了犔犻犆犾的摩尔电导

率，按犓狅犺犾狉犪狌狊犮犺经验公式：λ＝λ０（１－β 犆），

使用犗狉犻犵犻狀软件进行线性拟合，作图外推求得

犔犻犆犾在异丙醇中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λ０值；

并讨论了犔犻犆犾在异丙醇中的电导率、摩尔电导

率、活度系数和相对偏摩尔自由能随溶液浓度

和温度的变化关系及其温度对犔犻犆犾溶液无限

稀释摩尔电导率的影响，为研究犔犻犆犾在异丙醇

中的热力学性质提供了基础数据。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实验试剂和仪器

无水犔犻犆犾（分析纯，天津大茂化学试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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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醇（分析纯，天津市广成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犇犇犛－１１犃型数显电导率仪（上海雷磁）；

犛犠犙智能数字恒温控制器、犛犢犘型玻璃恒温水

浴（南京桑力电子设备厂）；犆犛５０１型超级恒温

器（重庆试验设备厂）；犘犆犕－犐犃型介电常数测

量仪（南京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乌氏粘度计。

１２　实验过程

１２１　测定犔犻犆犾混合溶液和溶剂的电导率

使用犇犇犛－１１犃型数显电导率仪测定混合

溶液（犔犻犆犾－异丙醇）和纯溶剂（异丙醇）在不同

温度和不同浓度下的电导率，其中溶液电导率

的测定使用铂黑电导电极，而溶剂则采用光亮

铂电导电极测定，测定数据如表１所示。其中

犆（犿狅犾／犔）为溶液中犔犻犆犾的浓度。

１２２　测定溶剂的粘度及介电常数

使用犘犆犕－犐犃型介电常数测量仪和乌氏

粘度计测定溶剂的介电常数和粘度（数据列于

表３中）。

表１　犔犻犆犾溶液的电导率（κ液?μ犛·犮犿
－１）测定值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犲犪狊狌狉犲犱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狋犺犲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犔犻犆犾狊狅犾狌狋犻狅狀（κ狊狅犾?μ犛·犮犿
－１）

犆／（犿狅犾／犔） ２８８犓 ２９３犓 ２９８犓 ３０３犓 ３０８犓

０００１０８５ ９６１ １０８５ １２２０ １３２４ １４４１

０００２１２３ １７６４ １９６０ ２１５０ ２３５ ２５６

０００３０２９ ２２６ ２５２ ２７６ ３０１ ３２５

０００３９７７ ２８１ ３１２ ３５４ ３８５ ４１５

０００５１９ ３３３ ３６６０ ４０６ ４４０ ４７４

００１０２８ ５３６ ５９５０ ６５０ ７０２０ ７５５

００１９８２ ８２０ ８９９０ ９８０ １０５８ １１３２

００３０２９ １１１３ １２２２ １３１０ １４３３ １５２５

００３９７７ １３６０ １４８８ １６２３ １７４２ １８６０

００５１８１ １５９２ １７３９ １８９７ ２１１０ ２２５０

表２　有机溶剂（异丙醇）电导率测量值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犲犪狊狌狉犲犱狏犪犾狌犲狊狅犳狋犺犲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２犘狉狅狆犪狀狅犾）狊狅犾狏犲狀狋

犜／犓 ２８８ ２９３ ２９８ ３０３ ３０８

κ剂／（μ犛·犮犿） ０２５ ０３１ ０３７ ０４４ ０５２

表３　溶剂介电常数与粘度测定数据及数据处理

犜犪犫犾犲３　犕犲犪狊狌狉犲犱狏犪犾狌犲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犻狉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狅犳犱犻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犮狅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犱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狊狅犾狏犲狀狋

犜／犓 ε η×１０３ 犃 犅１ 犅２ α×１０２

２８８ １８９１ ３２０６ ４５３９８ ２０４１４ ３４８６６ １２３５

２９３ １６８２ ２７４３ ５２７３８ ２３７１４ ４２８４５ １１６４

２９８ １４７８ ２３６０ ６２４２１ ２８０６８ ５２６６５ １１１６

３０３ １２７３ ２０３８ ７６１６６ ３４２４９ ６５１７０ １０９６

３０８ １０５４ １７００ ９８６４６ ４４３５７ ８５１５０ １０８２

１３　数据处理

１）由下列公式［４］计算得到α值（见表３）。

α＝
犃·｜犣＋·犣－｜
犅１λ０＋犅２

，其中犃＝１８２４６×１０
６

（ε犜）３?２
，

犅１＝
２８０１×１０６·｜犣＋·犣－｜·狇

（ε犜）３?２·（１＋ 狇）
，

２９第３期　　　　　　　　　王卫东：犔犻犆犾在异丙醇中热力学性质的研究　　　　　　　　　　　



犅２＝
４１２５·（｜犣＋｜＋｜犣－｜）

η（ε犜）１?２
，

犅１式中的

狇＝
｜犣＋·犣－｜
｜犣＋｜＋｜犣－｜

·
犔０＋＋犔

０
－

｜犣－｜·犔
０
＋＋｜犣＋｜·犔

０
－
，

ε溶剂的介电常数，η溶剂的粘度，犜热力学温

度，λ０电解质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犔
０
＋、犔

０
－是

正、负离子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犣＋、犣－是

正、负离子的电荷数；

２）根据λ＝（κ液－κ剂）×１０
－３／犆公式［４］

求犔犻犆犾的摩尔电导率λ（数据在表５中）；

３）应用犓狅犺犾狉犪狌狊犮犺经验规则［５］，λ＝λ０（１－

β 犆），以λ～ 犆作图，使用犗狉犻犵狀软件外推求

得电解质溶液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λ０（数据

在表４中）；

４） 根据犾犵γ± ＝α（λ－λ０）－犾犵（１＋

０００１ν犿犕）公式［４］及前数据计算电解质溶液活

度系数γ±（数据在表５中）。其中 犕为溶剂的

摩尔质量，ν为一个电解质分子的正、负离子数

目的总和，即ν＝ν＋＋ν－；犿为电解质溶液的

浓度（犿狅犾?犽犵），上式只适用于非缔合式电解质

溶 液 且 浓 度 在 ０１ 犿狅犾／犔 以 下，犕 ＝

６０１０犵／犿狅犾。

表４　电解质犔犻犆犾的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λ０?（犛·犮犿
２·犿狅犾－１）值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犿狅犾犪狉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狉犻狀犳犻狀犻狋犲犱犻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犔犻犆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犾狔狋犲（λ０?犛·犮犿
２·犿狅犾－１）

犜／犓 ２８８犓 ２９３犓 ２９８犓 ３０３犓 ３０８犓

λ０／（犛·犮犿
２·犿狅犾－１） ９２５６ １０４１ １１５６ １２５６ １３６７

表５　电解质犔犻犆犾溶液的摩尔电导率λ／（犛·犮犿２·犿狅犾－１）和活度系数数值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犿狅犾犪狉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λ?犛·犮犿２·犿狅犾－１）犪狀犱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犔犻犆犾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犜／犓

犆?（犿狅犾?犔）　　　

２８８犓 ２９３犓 ２９８犓 ３０３犓 ３０８犓

λ γ± λ γ± λ γ± λ γ± λ γ±

０００１０８５ ８６３ ０９８２２ ９７１ ０９８１３ １０９０ ０９８３０ １１８０ ０９８０７ １２８０ ０９７８４
０００２１２３ ８１９ ０９６９９ ９０９ ０９６５１ ９９５ ０９５９２ １０８６ ０９５７６ １１８１ ０９５４５
０００３０２９ ７３８ ０９４７７ ８２２ ０９４２８ ８９９ ０９３５７ ９７９ ０９３２０ １０５６ ０９２５１
０００３９７７ ７００ ０９３７４ ７８５ ０９３３４ ８７６ ０９３００ ９５７ ０９２６７ １０３０ ０９１９１
０００５１９ ６３７ ０９２０６ ６９９ ０９１２１ ７７５ ０９０６１ ８３９ ０８９９４ ９０３ ０８９０３
００１０２８ ５１９ ０８８９７ ５７５ ０８８１８ ６２８ ０８７２０ ６７８ ０８６３１ ７２９ ０８５２０
００１９８２ ４１３ ０８６２３ ４５２ ０８５２３ ４９３ ０８４１３ ５３２ ０８３０９ ５６９ ０８１７８
００３０２９ ３６７ ０８５００ ４０２ ０８３９９ ４３１ ０８２７０ ４７２ ０８１７４ ５０２ ０８０３２
００３９７７ ３４１ ０８４２８ ３７３ ０８３２５ ４０７ ０８２１０ ４３７ ０８０９３ ４６６ ０７９５２
００５１８１ ３０７ ０８３３５ ３３５ ０８２２９ ３６５ ０８１１０ ４０６ ０８０１８ ４３３ ０７８７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犔犻犆犾溶液电导率随溶液温度和浓度的变

化关系

　　由表１可知，温度一定时，在低浓度范围

内，随电解质犔犻犆犾溶液浓度的增加，溶液电导

率增加，这是因为在低浓度范围内，当温度一定

时，随犔犻犆犾溶液浓度的增加，单位体积内正、负

离子的数目增加，溶剂化自由离子浓度相对增

加，从而导致溶液电导率逐渐升高。

在浓度一定时，随溶液温度的升高，犔犻犆犾溶

液电导率增加。因为，当浓度一定时，随犔犻犆犾

溶液温度的增加，溶液的粘度和介电常数均减

小，离子迁移速率加快，从而导致溶液电导率逐

渐升高。

２２　犔犻犆犾摩尔电导率与溶液温度和浓度的关

系

　　由表５可知，当温度一定时，随浓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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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电解质犔犻犆犾的摩尔电导率降低。因为，当

温度一定时，在单位体积内正、负离子的数目一

定的情况下，随犔犻犆犾溶液浓度的增加，正、负离

子之间静电吸引作用增强，溶剂化自由离子浓

度相对降低，导致犔犻犆犾的摩尔电导率逐渐减

小。在浓度一定时，随电解质溶液温度的增加，

电解质犔犻犆犾的摩尔电导率增加。因为，当浓度

一定时，随犔犻犆犾溶液温度的增加，溶液的粘度

和介电常数减小，离子迁移速率加快，从而导致

摩尔电导率逐渐升高。

２３　犔犻犆犾溶液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与溶液温

度的关系

　　随着犔犻犆犾溶液温度的增加，犔犻犆犾溶液无限

稀释摩尔电导率逐渐增加并与温度成线性关

系：λ０＝犃犜＋犅。

从表４中选取数据，作犔犻犆犾溶液无限稀释

摩尔电导率随温度变化的关系图。由图１可

见，随电解质溶液温度的增加，犔犻犆犾溶液无限稀

释摩尔电导率增加。因为，随犔犻犆犾溶液温度的

增加，溶液的粘度和介电常数减小，离子迁移速

率加快，从而导致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逐渐升

高。

图１　犔犻犆犾电解质溶液无限稀释摩尔电导率

与溶液温度的关系图

犉犻犵１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狅犳狋犺犲犿狅犾犪狉犮狅狀犱狌犮犻狋狏犻狋狔犪狋犻狀犳犻狀犻狋犲

犱犻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犔犻犆犾犪狀犱狋犺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２４　犔犻犆犾溶液活度系数随浓度和温度的变化

关系

　　由表５中的数据可见，在同一温度时，犔犻犆犾

溶液浓度增加时，电解质溶液活度系数降低。

因为当温度一定时，随浓度的增加，正、负离子

之间静电吸引作用增强，溶剂化自由离子浓度

相对降低，导致活度系数逐渐减小［４］。在同一

浓度下，随温度的增加，犔犻犆犾溶液活度系数降

表６　犔犻犆犾的相对偏摩尔自由能（珔犌犅，犚）

犜犪犫犾犲６　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狆犪狉狋犻犪犾犿狅犾犪狉犳狉犲犲犲狀犲狉犵狔狅犳犔犻犆犾

犿／（犿狅犾?犽犵）
相对偏摩尔自由能珔犌犅犚／（犽犑／犿狅犾）

２８８犓 ２９３犓 ２９８犓 ３０３犓 ３０８犓

０００１０８５ ３２７７６ ３３３４９ ３３９１０ ３４４９０ ３５０７２

０００２１２３ ２９６２２ ３０１６０ ３０７０５ ３１２２９ ３１７６１

０００３０２９ ２８０３０ ２８５４２ ２９０６７ ２９５７５ ３０１００

０００３９７７ ２６７７９ ２７２６５ ２７７４８ ２８２３１ ２８７３９

０００５１９ ２５５９１ ２６０８０ ２６５５８ ２７０４１ ２７５３９

００１０２８ ２２４８１ ２２９１５ ２３３６１ ２３８０５ ２４２６４

００１９８２ １９４８７ １９８８２ ２０２８６ ２０６８９ ２１１１２

００３０２９ １７５２５ １７８８７ １８２６９ １８６３４ １９０３２

００３９７７ １６２６１ １６６０４ １６９５６ １７３１３ １７６８８

００５１８１ １５０４８ １５３７７ １５７０６ １６０２７ １６３８４

低。这是由于温度的升高，由表３可知有机溶

剂异丙醇的介电常数和粘度均降低，离子之间

的静电吸引作用增强，溶剂化自由离子浓度相

对降低而造成的，故导致犔犻犆犾溶液活度系数逐

渐减小。

２５　犔犻犆犾溶液的相对偏摩尔自由能（珔犌犅，犚）随

溶液温度和浓度的变化规律［２］

　　指定温度，溶剂和浓度的犔犻犆犾的相对偏摩

尔自由能（珔犌犅，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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珔犌犅，犚＝珔犌犅－珔犌
０
犅＝２犚犜犾狀犿＋２犚犜犾狀γ±

上式中珔犌犅为犔犻犆犾的偏摩尔自由能，珔犌
０
犅为犔犻犆犾

在标准态下的偏摩尔自由能。据上式求得犔犻犆犾

的珔犌犅犚（犽犑／犿狅１）数据列于表６中。

从表６中可见，在一定温度、溶剂中，犔犻犆犾

浓度增加时，犔犻犆犾的相对偏摩尔自由能（珔犌犅，犚）

增大（负值增小），这是因为根据公式：珔犌犅，犚＝

珚犎犅，犚－犜珔犛犅，犚，在一定温度、溶剂中，浓度增加

时，（珚犎犅，犚／犿）犜，犡＞０，（珔犛犅，犚／犿）犜，犡＜０，焓、

熵协同效应所致［２］。

由表６数据得出，在一定浓度、溶剂中，温

度升高，犔犻犆犾的相对偏摩尔自由能（珔犌犅，犚）减小

（负值增大），这是因为随着温度升高，体系混乱

度增加，（珚犎犅，犚／犜）犿，犡＜０，（珔犛犅，犚?犜）犿，犡＞

０，所以根据犌＝犎－犜犛，随温度的升高，犔犻犆犾的

相对偏摩尔自由能减小，也是焓、熵协同效应所

致［４］。

３　结　论

在低浓度范围内，浓度不变时，随着温度的

升高，电解质犔犻犆犾溶液的电导率、摩尔电导率

均增加；当温度一定时，随浓度的增加，犔犻犆犾溶

液的电导率增加，而犔犻犆犾的摩尔电导率降低。

随着温度的升高，犔犻犆犾溶液的无限稀释摩尔电

导率增加并与温度成线性关系。随温度和浓度

的增加，犔犻犆犾溶液的活度系数均降低；犔犻犆犾的相

对偏摩尔自由能随温度的增加而减小，随浓度

的增加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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