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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F水溶液的等效介电常数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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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288、298和313 K三个温度和2.45 GHz频率下利用微扰谐振腔法测量N,N-二甲基甲酰胺(DMF)、水(H2O)及其

混合溶液的等效介电常数过程中, 发现了混合溶液介电损耗虚部大于其中任一组分的介电损耗虚部的特异现象. 理
论计算表明, 出现这种特异现象的原因是DMF 和水混合后其高频摩擦项引起的. 这就意味着在混合溶液中, 新的等

效介电常数计算公式中必需引入氢键贡献来解释这种特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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