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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评述了 Ｎ２Ｏ５为硝化剂制备硝酸酯类含能材料的绿色合成技术，分析了 Ｎ２Ｏ５有机溶剂硝化、Ｎ２Ｏ５固体载体硝

化和引入保护基硝化等三种体系工艺的过程和特点，展望了各硝化体系的发展前景。并以 Ｎ２Ｏ５为硝化剂考察了环氧丙

烷类化合物开环硝化过程，探讨了取代基的电子效应和立体效应对环氧丙烷类化合物开环硝化过程的影响规律。

关键词：有机化学；硝酸酯；绿色合成；五氧化二氮；环氧化物；开环硝化

中图分类号：ＴＱ５６４．２；Ｏ６２１．２５；ＴＪ５５　　　 文献标识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０４；修回日期：２００７０７０４
基金项目：国防科工委民口配套“十五”项目 （ＭＫＰＴ２００４３２ＺＤ）
作者简介：王庆法（１９７７－），男，讲师，从事含能材料的绿色合成研究。
ｅｍａｉｌ：ｑｉｎｇｆａｗ＠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通讯联系人：米镇涛（１９４１－），男，教授，从事有机化工和新材料开发
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ｔｍｉ＠ｔｊｕ．ｅｄｕ．ｃｎ

１　引　言

硝酸酯是一类重要的有机化合物，在现代科学领域

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如医药和糖类化学品的生产，部

分硝酸酯还可被用作强心剂和血管扩张剂。在军事上，

硝酸酯类化合物是固体推进剂和发射药配方中含能增

塑剂的主要应用对象，尤其是硝化甘油（ＮＧ），它是一种
常用的高能量增塑剂，目前在高能推进剂、低特征信号

推进剂和硝胺发射药研制中占有一定地位
［１］
。其它多

元醇硝酸酯也是不同爆炸剂和高能 ＮＥＰＥ推进剂的重
要组分，在推进剂中起增塑剂和提高能量的作用

［２］
。

混酸硝化法是制备硝酸酯的传统方法，但混酸硝化

剂原子经济性和选择性差、产物难以分离、环境污染严

重，而且不适用于水敏性和酸敏性物质的硝化。五氧化

二氮（Ｎ２Ｏ５，还可简写为 ＤＮＰＯ）是一种新型绿色硝化
剂，为克服传统硝化工艺的缺点，国内外研究者对采用

五氧化二氮为硝化剂的新硝化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由于反应体系中不存在酸等物质，因而以 Ｎ２Ｏ５作为新

型硝化剂具有传统硝化剂无法比拟的优点
［３～６］

：硝化过

程反应热效应小，温度易于控制；无需废酸处理；产物分

离简单；对多官能团反应物硝化选择性高。因而 Ｎ２Ｏ５
硝化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７～９］
，可用于含能材料

如硝化纤维素、三硝基甲苯、三次甲基三硝基胺、奥克

托今、高能量密度化合物（二硝酰胺铵、二硝酰胺钾、

１，３，３三硝基氮杂环丁烷等）、含能增塑剂、含能黏合

剂等的制备，还可用于混酸硝化不能制备的一些新的

含能材料的制备。本文对采用 Ｎ２Ｏ５为硝化剂的绿色
合成硝酸酯技术进行了综述，并研究了取代基对环氧

丙烷类化合物硝化过程的影响规律。

２　硝酸酯绿色合成过程

Ｎ２Ｏ５可以进行三种类型硝化反应，即 Ｃ原子的硝

化、杂环原子（Ｎ原子和 Ｏ原子）的硝化和选择性硝化
（被硝化物质分子中含有酸敏性官能团），分别生成芳香

烃硝基化合物、硝胺或硝酸酯（如表 １所示）。Ｎ２Ｏ５硝
化有机化合物一般在纯硝酸体系或有机溶剂体系中进

行。Ｎ２Ｏ５硝酸体系可提高Ｎ２Ｏ５离解为 ＮＯ２
＋
的程度，增

强 Ｎ２Ｏ５硝化活性，但硝化过程无选择性，适用于芳香族
化合物的硝化和芳香族Ｎ酰基母体化合物生成硝胺的硝
解。而硝酸酯的合成则一般采用 Ｎ２Ｏ５有机溶剂体系，且
传统法可制备的硝酸酯基本由此体系硝化相应的醇或环

氧化物制备得到。采用五氧化二氮为硝化剂制备硝酸酯

可以通过三个不同的反应体系进行：Ｎ２Ｏ５有机溶剂体系
硝化、Ｎ２Ｏ５固体载体体系硝化和引入保护基法硝化。

表 １　Ｎ２Ｏ５硝化反应类型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Ｎ２Ｏ５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ｅｓ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ｎａｍｅ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師師師師 帪帪 → 帨帨
師師
師師

Ａ／Ｏ
ＮＯ

２

（Ｃ）ｎｉｔｒｏ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ｎｉｔｒｏｌｙｓｉｓ Ａ／Ｏ Ｒ２Ｎ—ＣＯＣＨ →３ Ｒ２Ｎ—ＮＯ２ ｎｉｔｒａｍｉｎｅ
ｒｉｎｇ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Ｏ

Ｈ２Ｃ ＣＨ ２ →
Ｏ

Ｏ２ＮＯ（ＣＨ２）２ＯＮＯ２ ｎｉｔｒａｔｅｅｓｔｅｒｏｒ
ｎｉｔｒａｍｉｎｅｎｉｔｒａｔ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

ＣＨ２ＯＨＨ３Ｃ
→

Ｏ

ＣＨ２ＯＮＯ２Ｈ３Ｃ

Ｏ

ｎｉｔｒａｔｅｅｓｔｅ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Ｎｏｔｅ：１）ＡｉｓＮ２Ｏ５ｉｎ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ＨＮＯ３；ＯｉｓＮ２Ｏ５ｉｎｈａｌｏｇｅｎａｔｅｄｓｏｌ
ｖｅｎｔ（ｅ．ｇ．ＣＨ２Ｃ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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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Ｎ２Ｏ５有机溶剂体系的硝化

Ｎ２Ｏ５有机溶剂体系是一种温和的硝化体系
［５］
，常

用的有机溶剂一般是氯代烃（如二氯甲烷）。Ｎ２Ｏ５有
机溶剂体系能对酸敏性或水敏性物质进行硝化或多官

能团物质的选择性硝化，并可用于带有应力环又有活

泼基团的物质的硝化，如对三元、四元氧杂环或醇及它

们的衍生物进行硝化，生成相应的硝酸酯
［１０，１１］

，其反

应式如 Ｓｃｈｅｍｅ１所示。Ｍｉｌｌａｒ等［１０，１２～１５］
人发现，环张

力的大小对反应过程至关重要，当环张力较大时，很难

得到相应的二硝酸酯。大于四元的环醚或直链型醚反

应很慢，选择性差，仅生成极少量的硝酸酯，而主要产

物是乙醛和羧酸。当高度取代（聚烷基）基体的开环

受阻时，会发生氧化降解副反应。

采用环氧乙烷及其衍生物为底物，以 Ｎ２Ｏ５／
ＣＨ２Ｃｌ２为硝化剂，可得到一系列的 １，２二硝酸酯，反
应通式如 Ｓｃｈｅｍｅ２所示，反应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１
～９取代基为烷基或环烷基环氧衍生物。从表中可以
看出，除９取代产物硝化得到１，４二硝酸酯外，其它产
物均为１，２二硝酸酯，且收率均在 ９０％以上。１０～１４
取代基是 Ｐｈ等官能团，１５～１８取代基为聚环氧化合
物，此类化合物硝化产物的收率普遍低于１～９取代基
硝化产物的收率，这是由于硝化过程中发生了低聚副

反应。为了提高反应速率，需要在 １２和 １６取代产物
硝化过程中加入 ＡｌＣｌ３催化剂。当 Ｒ和 Ｒ′取代基分别
是 ＣＨ２Ｃｌ和 Ｈ时（表中１３取代产物），由于 Ｃｌ取代基
的减活诱导效应，使得产物的收率只有 ３８％，当反应
时间为６０ｈ时，产物的收率可提高至８５％。从表中还
可看出，１７取代物的硝化产物收率远高于 １６和 １８取
代产物，可能是—（ＣＨ２）２—基团减弱了邻近环氧基团
的相互作用。

　
Ｎ２Ｏ５ｈａｌｏｇｅｎａｔｅｄｓｏｌｖｅｎｔ

→
０～１０℃

Ｏ２ＮＯ—（ＣＨ２）ｎ—Ｘ—ＮＯ２

　　　　ｎ＝２ｏｒ３；Ｘ＝ＯｏｒＮＲ（Ｒ＝ａｌｋｙｌ，ｅｔｃ）

Ｓｃｈｅｍｅ１

由于惰性有机溶剂如氯代烃等一般为有毒试剂，

Ｎａｕｌｆｌｅｔｔ等人［１６］
对 Ｎ２Ｏ５／有机溶剂硝化体系进行了改

进，以超临界 ＣＯ２（ＬＣＯ２）为溶剂进行硝化，在 ５．０７～
１５．２０ＭＰａ、－３０～０℃条件下制备 Ｎ２Ｏ５／ＬＣＯ２溶液，
生成硝酸酯。在 ３甲基３氧杂环丁烷甲醇、缩水甘
油的硝化过程中，产率可达９０％以上。

使用 ＬＣＯ２为溶剂的硝化，最大的特点是硝酸酯
产品的分离简单，只需降低压力使 ＣＯ２气化即可，避
免了硝酸酯的精馏操作，且 ＣＯ２不可燃，使硝化过程

更加安全可靠。但由于 ＣＯ２需要较高的压力，对设备
的要求也相对较高。

Ｏ


Ｒ Ｒ′ Ｎ２Ｏ５
ＣＨ２Ｃｌ

→
２

Ｏ２ ＮＯ ＣＨ

Ｒ

ＣＨ

Ｒ

′

ＯＮＯ ２

　　　　　Ⅰ　　　　　　　　　　　Ⅱ
Ｓｃｈｅｍｅ２

表 ２　环氧化物与 Ｎ２Ｏ５反应
［１３］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ｐｏｘｉｄｅｓｗｉｔｈＮ２Ｏ５

Ｎｏ． Ｒ Ｒ＇
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
Ｎ２Ｏ５：Ⅰ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ｍｉｎ

Ｔ
／℃

ｙｉｅｌｄ
／％

１ Ｈ Ｈ １．１：１ ５ １０～１５ ９６
２ Ｍｅ Ｈ １．１：１ ５ １０～１５ ９６
３ Ｍｅ Ｍｅ １．１：１ ５ １５～２０ ９４
４ Ｅｔ Ｈ １．１：１ ５ １５～２０ ９６
５ Ｅｔ Ｍｅ １．１：１ １０ ０～５ ９０
６ Ｅｔ Ｅｔ １．１：１ ５ １５～２０ ９１
７１） —（ＣＨ２）２— —ＣＨ２— １．１：１ １２ １０±２ ８９
８１） —（ＣＨ２）２— —（ＣＨ２）２— １．１：１ ５ １５～２０ ９３
９１） —（ＣＨ２）３— —（ＣＨ２）３— １．１：１ １５ １２±４ ７７２）

１０ Ｐｈ Ｈ １．１：１ １５ －５～５ ９６
１１ Ｐｈ Ｐｈ １．１：１ １５ －５～５ ９４
１２ ＣＨ２ＯＨ Ｈ ３．０：１ ２４０ ０～１０ ７３
１３ａ ＣＨ２Ｃｌ Ｈ １．１：１ ２４０ １０～１５ ３８
１３ｂ ＣＨ２Ｃｌ Ｈ １．１：１ ３６００ ５ ８５
１４ ＢｕｎＯ Ｈ １．１：１ ９６０ ０～５ ７４
１５ ＢｕｔＯ Ｈ １．１：１ ９６０ ０～５ ７７

１６
Ｏ

Ｈ ３．０：１ ２７０ ０～１０ ５５

１７　
（ＣＨ２）


４

Ｏ
Ｈ ２．２：１ ３０ １０±２ ９１

１８　
ＣＨ２ＯＣＨ２



－

Ｏ
Ｈ ２．１５：１ ２７０ ５～１５ ３１

　Ｎｏｔｅ：１）Ｔｈｅ７，８ａｎｄ９ａｒｅｃｙｃｌ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ｓ

２）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ｉｓｆｏｒ１，４ｄｉｎｉｔｒａｔｅｅｓｔｅｒｓ，ａｔｒａｎｓａｎｎｕｌａ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２．２　Ｎ２Ｏ５固体载体体系的硝化
在反应体系中加入固体载体，通过细粒载体表面

的非均质反应可以简化产品与反应物（和其它副产

物）的分离过程，并且反应较安全。例如，酰基硝化的

过程是很不稳定的，但将硝化反应在黏土孔中进行时

反应稳定。早在 Ｎ２Ｏ５固体载体研究之前，许多研究
者就对其它固体硝化剂作了较多研究，如 Ｌａｓｚｌｏ等
人

［１７～２０］
提出使用乙酸酐金属和黏土的混合物作为固

体硝化剂，如黏土／Ｃｕ（Ⅱ）硝化载体（Ｃｌａｙｃｏｐ）和黏
土／Ｆｅ（Ⅲ）硝化载体（Ｃｌａｙｆｅｎ），这些固体载体可以促
进芳香族的硝化，且可进行选择性硝化。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Ｃｌａｒｉｄｇｅ等人［２１］
以固体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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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土和沸石作为载体吸附五氧化二氮，将制得的黏土
五氧化二氮（ｃｌａｙＤＮＰＯ）和沸石五氧化二氮（ｚｅｏｌｉｔｅ
ＤＮＰＯ）作为固体硝化剂合成硝酸酯。其特点是反应不
是在溶剂中进行，而是在载体表面进行。ＣｌａｙＤＮＰＯ体
系和 ｚｅｏｌｉｔｅＤＮＰＯ体系均是将 Ｎ２Ｏ５沉积到固体载体的
微孔中，一般质量分数可达１０～２０％，然后在己烷中与
相应的醇反应生成硝酸酯。两种体系硝化醇的产物和

收率列于表３。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醇硝化制
备相应的硝酸酯时，固体硝化剂的选择很重要。

２．３　引入保护基硝化
在硝酸酯的制备过程中，若反应物中含有酸，酸会与

醇反应生成单硝酸酯，通常在硝化前要除去反应物中的

酸。为了简化操作步骤，也为使反应在友好的环境中进

行，可用不同的保护基对醇羟基进行保护，然后用 Ｎ２Ｏ５
脱除保护基，从而制得硝酸酯，得到收率较高的产物。

Ｍｉｌｌａｒ等人［２２］
利用醇与烷基硅胺或氯化烷基硅反

应生成具有烷基硅醚结构的化合物，然后与 Ｎ２Ｏ５反
应，Ｏ—Ｓｉ键断裂，生成硝酸酯，典型的反应如 Ｓｃｈｅｍｅ
３。对于 ２，２二甲基１，３丙二醇，反应得到的主要是
开环硝化产物—硅氧烷硝酸酯，而只得到少量期望的

２，２二甲基１，３丙二醇二硝酸酯。

表 ３　ＣｌａｙＤＮＰＯ体系和 ｚｅｏｌｉｔｅＤＮＰＯ体系的硝化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ＣｌａｙＤＮＰＯａｎｄｚｅｏｌｉｔｅＤＮＰＯａｓｎｉｔｒ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ｓ

ｓｕｂｔａｎｃｅｓ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ｉｅｌｄ／％

ＣｌａｙＤＮＰＯ１ ＺｅｏｌｉｔｅＤＮＰＯ２

Ｒ—ＯＨ
Ｒ＝Ｍｅ（ＣＨ２）３ＣＨ（Ｅｔ）ＣＨ２
Ｒ＝Ｍｅ（ＣＨ２）４ＣＨ（Ｍｅ）

Ｒ—Ｏ—ＮＯ２
９９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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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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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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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
Ｓｉ

Ｍｅ Ｍｅ

ＯＮＯ２
＋

ＭｅＭｅ
Ｏ２ＮＯ ＯＮＯ２

ＯＮＯ２


Ｅｔ

Ｏ２ＮＯ
　　　　　　　　　　

Ｓｃｈｅｍｅ３

　　聚合物多元醇在水或普通溶剂中的溶解度很低，
用一般的混酸很难完全硝化，即使溶解在适当的溶剂

中，硝化产率也相当低。同时，由于混酸的选择性不

高，易产生副产物。Ｃｏｌｄｏｕｇｈ等人［２３］
采用在反应中加

入烷基或芳基硼酸将 １，２或 １，３二元醇酯化得到相
应的硼酸酯，然后硼酸酯与 Ｎ２Ｏ５在有机溶剂中直接
反应，生成相应的二硝酸酯产品，硼酸盐回收利用。反

应通式如 Ｓｃｈｅｍｅ４，两步都有较高的收率。

ＯＨ


Ｘ

ＯＨ
Ｒ１Ｂ（ＯＨ）

→
２

ＢＲ１


Ｏ

Ｏ
Ｘ

Ｎ２Ｏ５／ＣＨ２Ｃｌ２
→

－１０℃ ＯＮＯ２


Ｘ

ＯＮＯ２

Ｙ１

Ｙ 
Ｚ

ＯＨ

Ｘ１ Ｘ２
ＯＨ

Ｒ１Ｂ（ＯＨ）
→
２

Ｙ１

Ｙ 
Ｚ

Ｏ

Ｘ１Ｘ

２

Ｏ
Ｂ Ｒ １

Ｎ２Ｏ５／ＣＨ２Ｃｌ２
→

－１０℃
Ｙ１

Ｙ 
Ｚ
ＯＮＯ ２

Ｘ１ Ｘ２
ＯＮＯ ２

Ｓｃｈｅｍｅ４

３　取代基对 Ｎ２Ｏ５绿色硝化环氧化物的影响

本课题组在 Ｍｉｌｌａｒ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环氧丙
烷类化合物开环硝化反应的规律进行了考察

［２４］
。环

氧丙烷、１，２环氧丁烷、环氧氯丙烷和缩水甘油硝酸酯
可以被看作是与环氧基相连碳上的氢分别被氢

（—Ｈ）、甲 基 （—ＣＨ３）、氯 （—Ｃｌ）和 硝 酸 酯 基
（—ＯＮＯ２）取代产物，这些取代基对化合物的反应性
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取代基电子效应和

取代基立体效应
［２５，２６］

。—ＣＨ３是推电子基团，它取代
环氧基邻位碳上的氢后，环氧基环的张力能增大，这将

使得开环反应更容易进行；而—Ｃｌ和—ＯＮＯ２是吸电
子基团，这些基团取代环氧基邻位碳上的氢后，使环氧

基环的张力能降低，环变得更稳定，环氧基开环反应将

会变得困难。电负性是化学基团吸引电子能力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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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由 Ｂｒａｔｓｃｈ法［２７］
计算可知—Ｃｌ和—ＯＮＯ２的电负性

分别为 ３．０９和 ２．９６，因此环氧氯丙烷上的环具有更
低的张力能。从取代基电子效应考虑，上述不同取代

基产物的反应活性顺序应为：１，２环氧丁烷 ＞环氧丙
烷 ＞＞缩水甘油硝酸酯 ＞环氧氯丙烷。

环氧基开环反应是一个 ＳＮ２反应，其反应速率随

环邻位碳上的取代基体积的增大而降低
［２５］
。在上述

不同取代基中，—Ｈ、—Ｃｌ、—ＣＨ３和—ＯＮＯ２的取代基
半径分别为０．０３２，０．０９９，０．１０９，０．１９０ｎｍ，—ＯＮＯ２
体积较大，因而从取代基立体效应考虑，上述不同取代

基产物的反应活性顺序应为：环氧丙烷 ＞环氧氯丙烷
＞１，２环氧丁烷 ＞缩水甘油硝酸酯。
这些基团对环氧丙烷开环硝化的影响如表４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取代基化合物的开环硝化反应活

性为：环氧丙烷 ＞环氧丁烷 ＞＞环氧氯丙烷 ＞缩水甘油
硝酸酯。这表明吸电子基团—Ｃｌ和—ＯＮＯ２取代后，取
代产物的硝化反应活性明显下降，需要加入催化剂并延

长反应时间来得到较高的选择性和收率。缩水甘油硝

酸酯硝化制备硝化甘油反应比环氧氯丙烷硝化更困难；

而推电子基团—ＣＨ３取代后取代产物的活性也略有下
降。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取代基环氧丙烷

化合物的开环硝化反应活性大小是取代基电子效应和

立体效应综合影响的结果。推电子基团—ＣＨ３取代后

的反应活性远大于吸电子基团—Ｃｌ和—ＯＮＯ２取代产
物，这表明取代基的电子效应对环氧丙烷类化合物的环

氧基开环反应活性影响较大；当取代基电子效应相近时

如吸电子基团—Ｃｌ和—ＯＮＯ２，取代基立体效应对反应
活性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取代基体积越大取代产物反应

活性越低，因而相同条件下 ＮＧ的收率比 ＣＰＤＮ低。

表 ４　取代基对环氧丙烷类化合物硝化过程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ｎ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ｏｘｉｄ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ｂｙＮ２Ｏ５

Ｒ
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
ｅｐｏｘｉｄｅｔｏＮ２Ｏ５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ｍ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ｉｅｌｄ

／％

—Ｈ １．１：１ １５ １５ ＰＧＤＮ ９６．５
—ＣＨ３ １．１：１ ２０ １５ ＢＴＤＮ ９６．０
—Ｃｌ １．１：１ １５～２０ １５ ＣＰＤＮ ５．８
—Ｃｌ １．１：１ １５ ２４０ ＣＰＤＮ ９５．１
—ＯＮＯ２ ２．０：１ １５ ２４０ ＮＧ ６８．４

　 Ｎｏｔｅ： １）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ｏｘｉｄ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ｓ

ＣＨ２ＣＨ

Ｏ

ＣＨ ２Ｒ；２）ＰＧＤＮ ｉｓ１，２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ｄｉｎｉ

ｔｒａｔｅ；ＢＴＤＮｉｓ１，２ｂｕｔａｎｅｄｉｏｌｄｉｎｉｔｒａｔｅ；ＣＰＤＮｉｓ３ｃｈｌｏｒｏ１，２

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ｄｉｎｉｔｒａｔｅ；ＮＧｉｓ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ｉｎ．

４　结　论

采用五氧化二氮为硝化剂的新型绿色硝化技术可以

克服传统混酸硝化工艺的缺点，在合成硝酸酯类含能材

料方面突显出明显的优势。Ｎ２Ｏ５有机溶剂硝化、Ｎ２Ｏ５固
体载体硝化和引入保护基硝化三种反应体系中，Ｎ２Ｏ５有
机溶剂硝化体系操作条件温和、简单，适应范围广，因而

Ｎ２Ｏ５有机溶剂体系的硝化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环氧丙烷类化合物开环硝化反应活性的大小取决

于邻位碳上取代基电子效应和立体效应综合影响，取

代基电子效应占主导地位。推电子基团取代的反应活

性远大于吸电子基团取代产物；当取代基电子效应具

有相近时，取代基立体效应对反应活性影响占据主导

地位，取代基体积越大取代产物开环反应活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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