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 ƒ ¬ ετ αλ ≤

∏

∏ ∏ ∏ ≠2

° Β

14 × ƒ ≤

∏ ∏ ∏ ≠2

2≥ ° Β

15 ° ° ≤ ∏

∏ 2≥ ° Β

16 ∏ ≥ ∏ • × ≥ ≤

∏ ∏ ∏ ∏ ≠2≥

√ 2≥ ° Β

17 × ÷∏ ± ≠ ƒ ετ αλ ≤

∏

∏

ε °

Β

18 × ⁄ ƒ ετ αλ ≤

∏ ∏

∏ ≠2 2≥ °

Β

19 × ƒ ⁄ ≤

∏ ∏ ∏ ∏ ∏ ≠2

2≥ ° Β

20 ≤ ∏ ∞× ≤∏ ετ αλ ≥

∏

¬∏ 2≥ ° Β

21 × ⁄ ƒ ετ αλ ≤

∏ ∏ ∏ ∏

∏ ≠2 2≥ °

Β

22 ∏ • ≤ ∏

∏ ∏ ≠2 √ 2

≥ ° Β

23 ≤ ⁄∏ ∞ ƒ ¬ ετ αλ ≥

¬ ∏

∏ ° Β

24 ≠ ∏ • ⁄ ≥ ετ αλ ≥

√ ∏ √

2≥ ° Β

25 ° ƒ ƒ ¬ ετ αλ ≥

∏

∏ ∏ ≠2 °

Β

26 ∏ × ∏ • ƒ ¬ ≤

¬

∏ ° Β

27 ∞√ ≤ ετ αλ ≥

¬ ∏

∏

¬ 2≥ ° Β

28 ≥ ƒ ¬ ≥

¬ ∏

∏ 2≥

° Β

29 ¬ ≥ ∏ ≥ ετ αλ ≤ √

∏ ∏ 2

∏ ∏ ∏ ≠2

∞√ ∏ 2≥ °

Β

30 × ƒ ≤

∏ ∏ ∏ ≠2

2≥ ° Β

收稿日期

塔式蒸馏器的改进

李喜平  王泽民 衢州 浙江衢州巨化职工医院

  我院自 年始小锅炉被拆除 蒸汽改用热电厂

发电后的余汽 ∀热电厂为了保证管道的安全 !长周期

运行 通过加入适量氨水 使蒸汽 值达 ∗ ∀

过量的氨不能完全自逸氨器中排除 从而造成水质中

的氨 ! 值严重超标 ∀我们为了节约投资 在

保留原设备的基础上 仅添置了一套阴 !阳离子交换

柱 并通过阴 !阳离子树脂的配比 处理摸索 取得了满

意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

1  拆除塔式蒸馏器逸氨器部分 将蛇形加热器盘管的

出口直接在交换器的进汽接口 然后经冷却器 !阴离子

树脂柱 !阳离子树脂柱 最后经热交换器后 接至蒸馏

器蒸发锅上的进水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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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据文献≈ 采用离子交换法可以制备纯水的机制

针对本院制剂室原水质量符合标准 仅蒸汽不合要求

过量 的情况 采用复床即一柱阳树脂与一柱阴树

脂 并加大阳树脂的比例 经摸索阴 !阳离子树脂的比

例为 Β 投入运行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水质全项

目符合5中国药典6 版标准 ∀

3  树脂的处理

3 1  新树脂一般混有低聚可溶物及其它有机 !无机杂

质 ∀据文献≈ 所提供的方法进行处理 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发现树脂易失效 使用寿命短 约 ∀经摸索

可以将树脂使用寿命延长至 以上 具体做法为

≠新树脂应在温水中 水温约 ε 浸泡 以上 期

间不断漂洗 并去除杂质 ∀ 增加酸碱浓度 ≤ 浓度

为 浓度为 ∀ ≈ 延长酸碱浸泡时间 一

般每次 以上 使树脂充分交换 ∀

3 2  失效树脂的处理  在运行过程中 氢型阳树脂和

羟型阴树脂分别与水中的阴 !阳离子交换达到饱和时

出水质量即不合格 说明树脂已失效 ∀根据离子交换

树脂的基本理论可知 在高浓度的溶液中 能改变溶液

中的离子交换势 ∀为了方便 !快捷地使树脂再生 经摸

索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具体做法为 ≠ 将树脂全部取

出 盛放于 倍树脂体积的不锈钢桶内 用温水漂洗至

无色澄明 ∀ 将水沥干 用等体积的 ≤ 溶液浸

泡阳树脂 再用等体积的 溶液浸泡阴树脂 ∀

期间定时搅拌 分别浸泡 然后用温水漂洗至

∗ 阳树脂 ∗ 阴树脂 然后装入树脂交换

柱内即可 ∀

4  讨  论

4 1  本改进方法 可以满足采用集中供汽的小型制剂

室 具有投资小 改装方便等优点 ∀

4 2  蒸汽中的氨一部分自旋风式气液分离器上部排

出 剩余部分经冷却后成 通过阳离子树脂被吸

附 从而使水质 值下降 ∀

4 3  旋风式气液分离器上部的不锈钢阀开启的大小

视蒸发器内液位的高低而定 在保持液面不低于三分

之二的情况下 尽量排气 以利提高水质 减轻树脂负

担 延长使用时间 ∀

4 4  当阳离子树脂吸附 及其它阳离子达一定程

度后 逐渐饱和失去交换能力 ∀经实践摸索 当水质

值达 时 应考虑予以再生 避免树脂的毒化 ∀

4 5  通过增加酸碱浓度 利于树脂的充分交换 从而

达到延长树脂使用寿命的效果 ∀

4 6  在操作过程中 控制进汽压力 ° 冷却水压

力 ° 对延长树脂使用寿命起到很好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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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橼酸盐两种测定方法的比较

李之琳  陈双璐 天津 天津市儿童医院

  目前 临床常用的枸橼酸盐制剂中枸橼酸盐的含

量测定多采用离子交换法 检测费时 操作较为繁锁 ∀

有报道采用 指示剂吸收度比值法测定枸橼酸盐的

含量≈ 但是此方法只适用于含单一成分的制剂 ∀笔

者根据枸橼酸盐可与铜离子生成稳定络合物 且在紫

外光区有特定吸收波长的原理 采用对照品比较法测

定其含量 并与离子交换法进行比较 现介绍如下 ∀

1  仪器与试药

∂2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岛津 枸橼酸

钠 !枸橼酸钾 !枸橼酸 均符合 年版中国药典 硫酸

铜 分析纯 ∀

2  测定条件的选择

2 1  最大吸收波长的测定  精密称取枸橼酸钠 !枸橼

酸钾及硫酸铜适量 分别配制成约为 的各

溶液备用 ∀精密量取枸橼酸钠溶液和枸橼酸钾溶液各

分别置 量瓶中 加硫酸铜溶液 加水至

刻度 放置 ∀取硫酸铜溶液 加水至 做

空白 在紫外光区进行扫描 在 ∗ 波长范围

内有特定吸收 最大吸收峰波长为 处方中其它

成分在此波长处无干扰吸收 ∀两种溶液的吸收峰型完

全相同 ∀

2 2  络合比的测定  配制浓度均为 的枸

橼酸钠 !枸橼酸钾 !硫酸铜溶液 按照 χ 法测定≈ ∀

结果 在本试验条件下 枸橼酸盐与铜离子的络合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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