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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丁砜劣化机理与应对措施研究进展
张　欢　侯玉霞　罗娟娟　徐仿海　李恺翔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环丁砜作为一种非质子型的极性溶剂，其最大的特

征就是拥有的溶解性，它能够与各种各样的有机化合物进行融

合。正因为这种的特质，使得有关化学化工研究者尝试用它来

进行芳烃抽提。但需要注意的是，环丁砜相比较其他物质而言

很容易劣化，劣化后的环丁砜无法再继续进行使用。为了使得

环丁砜能够保持其优良的特性，技术研究人员尝试采取可行性

的措施来进行其劣化机制的研究与应对。下文将对此进行深入

的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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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大部分化学化工技术研究人员尝试使用环丁砜来进行

芳烃抽取，是因为相比较其他的物质而言，使用环丁砜损耗的能

量有限，并且在分离环节较为容易进行有关物质的分离。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技术研究人员便已经察觉到了使

用该项物质进行芳烃抽取的优势，开始尝试通过人工生产的方式

来进行环丁砜的生产与使用。但如果在环丁砜的生产与使用过程

中，其劣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其所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将会

受到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一、导致其劣化因素分析

由于环丁砜劣化会使得其原本较为突出的溶解性能不复存在，

还容易对芳烃抽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相关化学化工技术研

究人员尝试对其劣化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在《高教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规划教材的通过内容中

也有与环丁砜劣化相关的主题研究。这就证明劣化因素分析也成

为了高校学生应当重视的问题。

（一）温度影响

在周遭环境温度上升至 180 摄氏度以前，环丁砜都会拥有稳

定的化学性质。但如果温度上升至 180 摄氏度以后，环丁砜原本

稳定的化学性质就会逐步发生变化，它会在这个温度下进行缓慢

的分解。

当然，倘若温度一直停留在 180 摄氏度，那么其分解速率并

不会对环丁砜本身的化学性质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然而随着温

度的不断攀升，其分解速率便会不断加快。

当温度上升至 220 摄氏度以后，分解现象就会显得尤为明显，

环丁砜原本的化学性质会发生巨变，甚至其 pH 值也会发生变化。

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温度影响是很容易导致环丁砜劣化的。

（二）氧气影响

环丁砜除了会在温度上升至 180 摄氏度以后发生化学性质变

化之外，还会由于周遭氧气变化的影响，而产生化学性质的变化。

在理想状态下，环丁砜的液体是无色的。

但由于周遭空气的影响，化学技术研究人员在常规环境下所

观察到的环丁砜颜色是黄色的。究其原因是因为环丁砜与空气接

触发生了氧化反应。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越多，那么环丁砜的 PH 值下降就越明显，

这意味着环丁砜很容易受到氧气的影响。倘若空气中的氧气含量

过高，那么环丁砜的化学稳定性就会发生变化。

（三）水的影响

通过有关实验研究不难发现，在环丁砜中加入一定量的水，

会使得环丁砜的凝固点发生明显的提升。在理想状态下，纯净环

丁砜的凝固点是 26 摄氏度。

但在进行环丁砜的运输过程中温度并不能完全控制在 26 摄氏

度以下，为了保障环丁砜的化学稳定性，技术研究人员通常会加

入一定量的水来帮助进行有关凝固点的提升。

但需要注意的是，加入一定量的水固然可以使得其稳固点发

生明显变化，但如果加入水量过多，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环

丁砜的热稳定性。

这是因为环丁砜会与过量的水发生水解反应。换句话说，水

含量的多少也会影响到环丁砜的化学稳定性。这也是化学技术研

究人员需要引起重视的。

二、相关措施的应对

想要使得环丁砜的化学稳定性得到保障，避免环丁砜由于周

遭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劣化，那么化学化工技术研究人员就要

针对上述影响因素，采取可行性的防止劣化措施来帮助进行环丁

砜化学稳定性的提升。

（一）进行系统的温度控制

通过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在环丁砜的日常生产与使用过程

中，相比较其他影响因素而言，周遭温度对环丁砜的化学稳定性

影响最为严重。

而在现有的工艺条件下，环丁砜的生产和使用需要经历一系

列繁复的工序。如果技术研究人员在工序的使用与操作过程中出

现了失误，那么就很可能会使得有关芳烃抽提系统的局部温度上

升至环丁砜化学性质变化的警戒温度。

一旦有关温度有明显的升高，那么环丁砜的化学性质就有

可能会发生变化。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产生，化学化工技术研

究人员在进行芳烃环丁砜制作过程中，要考虑到周遭环境的温

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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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环丁砜进行芳烃抽取的过程中，尽量简化有关工序和

流程，避免由于工序和流程推进过程中的操作失误，而使得有关

系统的局部温度升高。

同时技术研究人员还可以尝试使用信息技术来帮助进行有关

系统温度的智能化控制。一旦芳烃抽提系统的局部温度发生了明

显的变化，有关智能化程序就能够敏锐的捕捉到相关温度的变化，

并且合理的进行及时预警。

这样一来，技术研究人员就能够及时对原本的环丁砜使用方

法和操作手段进行调整，避免由于局部温度升高而导致环丁砜的

化学性质受到影响。

（二）进行严格的氧气控制

由于在环丁砜的生产与使用过程中，周遭环境中所存在的氧

气会对环丁砜的化学性质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因此技术研究人

员在日常的环丁砜生产与使用过程中，要有意识的进行氧气进入

系统的控制。一旦氧气进入到了芳烃抽提系统当中后，便很可能

会使得环丁砜发生氧化反应。这样一来，芳烃抽提速率和质量都

会受到影响。

此外，氧化作用的继续存在，还很可能会使得芳烃抽提系统

中产生酸性物质，有关酸性物质的产生不仅会使得环丁砜的化学

稳定性受到进一步的负面影响，还很有可能会使得进行芳烃抽提

系统建设的相关机械设备被酸性物质腐蚀，导致相关设备和仪器

无法正常使用。

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产生，技术研究人员在进行有关芳烃抽

提系统的使用过程中，要密切进行系统真空度的把控。为此，最

为有效的方式是在进行相关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对能够反映系统

真空度数值变化的步骤进行设置。

研究人员一旦在相应的数据读取过程中发现系统内部的真空

度下降，就要及时采取较为合理的措施来帮助进行系统内部的真

空度控制。避免使得氧气进入到芳烃抽提系统内部，让环丁砜的

化学性质产生劣化。

同时化学技术研究人员还应当及时对整个系统的开关阀门等

容易产生泄漏的关键性部位进行维护与检查，避免由于检查方面

的疏漏，而导致氧气进入。

倘若氧气已经进入到了芳烃抽提系统内部，那么化学技术研

究人员就应当及时采用加热或是其他的化学方式来帮助进行芳烃

抽提过程中原料内部已经溶解了的氧气祛除。只有如此才能够尽

量减少氧气对环丁砜稳定化学性质的恶劣影响。

（三）进行单乙醇胺的注入

单乙醇胺作为一种在芳烃抽提过程中，能够帮助进行环丁砜

劣化速率控制的重要添加剂，在目前的芳烃抽提系统中得到了较

为广泛的运用。这种添加剂的运用不仅能够帮助进行劣化速率的

控制，还能够帮助进行设备当中酸腐蚀的有效防止。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添加剂的使用虽然能够帮助进行环丁砜

劣化速率的控制，却很有可能会对芳烃抽出率产生负面影响。倘

若大量的使用该添加剂来进行日常的芳烃抽提，那么有关技术研

究人员就会发现，使用该添加剂所能够得到的芳烃抽出率与不使

用该添加剂所能够得到的芳烃抽出率有天壤之别。

因此该添加剂的使用，只能够作为一种暂时帮助延缓环丁砜

劣化速率的方式，而不能作为最终解决方法来帮助使得芳烃抽提

过程中环丁砜化学性质得到稳定

（四）使用热稳定剂

前文已经说到过，虽然单乙醇胺的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进行环丁砜劣化速率的控制，但该控制并不是持久有效的，并

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芳烃抽出率。为了寻求到更有效的解决

方式，化学化工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尝试使用环丁砜热稳定剂来帮

助进行有关劣化机制的控制。

实际上，在天津大学和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与环丁砜有关的课

题研究中，已经对有关热稳定剂的使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关

研究结果显示，倘若使用多种胺醇类添加剂进行相关热稳定剂的

制备，通过合成的方式来帮助进行环丁砜抗氧化性的提升，或许

能够起到不一样的效果。

目前有关高校仍然在针对热稳定剂的研究进行剂量和合成添

加剂选用的深入分析。倘若热稳定剂等制备方式和原料能够得到

实验认证，那么环丁砜的劣化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三、结语

总而言之，环丁砜在芳烃抽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

的。因此必须对可能导致其化学稳定性受到影响的因素进行规避

和控制，使得环丁砜以较为稳定的化学性质进行芳烃抽取。为了

达到这一目标，技术研究人员仍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来进行

有关影响规避方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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