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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硝酸六尿素合铁 〔
‘ 。

〕
。

是一种含氮和铁的复合肥料〔
’〕

。 。

〔么 曾测定过硝酸铁在水中的溶解度
, 〔“〕 ,

几。二 。, , 〔‘ ,

〔“〕等都报道过尿素在水中的溶解度
。

对尿素—硝酸铁—水体系的溶

解度相图
,

仅仅有几 中 二
等 ‘“〕用多温法进行过研究

。

本文提供了尿素—
硝酸铁—水体系在 ℃ 和 ℃两个温度下的溶解度相图数据

,

在 ℃ 以上由于该三元

体系的液相发生明显的分解
,

溶解度的测定存在困难
。

实验用二级纯化学试剂
,

和
·

与浓度为 的硝酸溶

液按一定比例配制成平衡物料
,

搅拌 小时以使物系各相进入平衡相区
。

然后将物料置

恒温槽中
,

在指定温度下搅拌到液相组成经分析不随时间变化为止
。

取液样和湿固样进

行化学分析
。

在取 ℃平衡样时
,

取样装置采取了保温措施
。

本文以磺基水扬酸为指示剂
,

用 容量法测定铁
,

换算成 的含量
,

在实际测定中标准偏差为。
。

对尿素的测定
,

因甲醛法在硝酸根存在时分析结果显著

偏低
,

选用烧碱石棉重量法进行测定
,

该方法虽然标准偏差较大
,

为。
,

但是避免了硝

酸根存在对尿素测定的干扰
。

测定结果对照表明
,

烧碱石棉法测得值的平均值与甲醛法

测得值的平均值之差在 以 内
。

平衡固相的确定
,

使用合成复体法 〔 〕结合湿固相法 〔 〕进行
,

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
。

尿素—硝酸铁—水体系在 ℃及 ℃的溶解度数据列于表 中
,

同时绘出相图

见图
。

本 文于 了年 月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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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尿素和硝酸铁能形成一个相称饱和的化合物
,

其组成为 F
e〔C O (N H

Z )2〕(N O 。
)
3 ,

与文献〔1 〕结果一致
,

该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随温度增加而增加
。

在20 ℃的溶解度为

51
.
4%

,

在 60 ℃ 的溶解度为 69
.
7 % ( 以饱和液相 中的溶质百分数表示 )

。

结果与文献

〔6 〕给出的平衡多温图一致
。

在硝酸铁含量高的相 区
,

由于液相中的 自由硝酸与尿素作用产生溶解度较小 的 C O

(N H
:):

·

Z
H N O

3 ,

因而得不到 F
e( N O 3)。

·

g
H

:

O 和 F e〔C O (N H
:
)
:
〕
。
( N O

3
)
;

的共饱点

和共饱点附近的各有关物相的溶解度数据
。

C O ( N H

:

)

2

结晶区的溶解度随温度增加而增加
,

这与文献〔3 〕
、

〔4 〕
、

〔5 〕的结果

一致
,

C O ( N H
Z

)
:

在水中的溶解度随溶液中硝酸铁含量增加而较大幅度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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