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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ＳＦＨ共沉淀起爆药的合成及其主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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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斯蒂芬酸铁和次磷酸钠反应，采用共沉淀的方法合成绿色起爆药斯蒂芬酸铁和次磷酸铁起爆药（ＦＳＦＨ），研究了其热性
能、爆炸性能（撞击、摩擦、火焰、静电感度、极限起爆药量）和在击发药中应用。结果表明：ＦＳＦＨ初始分解温度为 １８５．３６℃，峰温
为２０５．８８℃，具有典型起爆药分解特征；撞击、火焰、静电感度与叠氮化铅相当，摩擦感度高，摆角５０°发火率１００％；ＦＳＦＨ是一种
弱起爆药，不能单独作为起爆药，可以用来做击发药或针刺药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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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
增强，淘汰或替代有毒有害的物质势在必行，提倡绿色

理念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广泛使用的起爆药关键组

分为叠氮化铅和斯蒂芬酸铅等含铅敏感化合物，还可

能用到硫化锑、硝酸钡等有毒的添加剂，它们对环境有

害且影响人体健康。绿色起爆药除了要满足功效性能

要求外，还应不含铅、汞、银、钡、锑等有毒金属元素，因

此，合成对环境友好的绿色起爆药就成为火工药剂研

究方向之一
［１］
。

　　目前国外研究开发的绿色替代化合物主要有美国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的含有硝基四唑配体的铁

基络合物
［２］
和德国绿色炸药开发专家研究的多氮化

合物
［３］
等方向。国内也在多个方向进行绿色环保起

爆药的研究，如２１３所研究的绿色起爆药———呋咱类
金属盐起爆药“双呋咱硝基酚钾盐（ＫＢＦＮＰ）”［４］；航
天４２所研究的双四唑及钾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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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肼的衍生物———高能环保型 ＧＴＸ起爆药［６］
等。

　　共沉淀方法可以将两种或多种组分在结晶过程中
形成一种聚结晶体。共沉淀为起爆药制备提供一种重

要的技术途径。用共沉淀制备的起爆药有叠氮化铅与

斯蒂芬酸铅（Ｄ·Ｓ）共沉淀起爆药，碱式苦味酸铅与叠

氮化铅（Ｋ·Ｄ）共沉淀起爆药［７］
，叠氮化铅和 ＮＴＯ铅

组成的 ＬＡＮ系共沉淀起爆药［８］
等。

　　通过大量的调研和筛选，本研究采用共沉淀方法，
设计合成出一种无铅、钡等重金属的绿色环保型共沉

淀起爆药，一种含铁盐的起爆药：斯蒂芬酸铁和次磷酸

铁共沉淀起爆药（ＦｅｒｒｉｃＳｔｙｐｈｎａｔｅＦｅｒｒｉｃＨｙｐｏｐｈｏｓ
ｐｈｉｔｅ，ＦＳＦＨ），并对合成产物进行性能、感度和应用的
初步研究。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斯蒂芬酸（自制），ＭｇＯ（分析纯），硝
酸铁（分析纯），次磷酸二氢钠（分析纯）。

　　主要仪器：搅拌器，恒温水浴锅，温度计（０～
１００℃），德国耐驰公司的 ＤＳＣ２０４Ｆ１热分析仪。
２．２　合成原理
　　采用斯蒂芬酸铁溶液和次磷酸钠溶液进行滴加合
成共沉淀 ＦＳＦＨ。合成反应原理为：

Ｃ６Ｈ（ＮＯ２）３（ＯＨ）２（ｓ）＋ＭｇＯ（ｓ →）

　　　　Ｃ６Ｈ（ＮＯ２）３Ｍｇ（ｇ）＋Ｈ２Ｏ （１）

３Ｃ６Ｈ（ＮＯ２）３Ｍｇ＋２Ｆｅ（ＮＯ２）３（ｓ →）

　　　　（Ｃ６Ｈ（ＮＯ２）３Ｏ２）３Ｆｅ２＋３Ｍｇ（ＮＯ２）２ （２）

Ｆｅ（ＮＯ３）３（ｓ）＋３ＮａＨ２ＰＯ２（ｓ →） Ｆｅ（Ｈ２ＰＯ２）３＋３ＮａＮＯ３ （３）

（Ｃ６Ｈ（ＮＯ２）３Ｏ２）３Ｆｅ２＋ｘＦｅ（Ｈ２ＰＯ２） →３
　　　　（Ｃ６Ｈ（ＮＯ２）３Ｏ２）３Ｆｅ２·ｘＦｅ（Ｈ２ＰＯ２）３（ｓ） （４）

２．３　实验过程
　　首先斯蒂芬酸与氧化镁在热水中生成斯蒂芬酸

０６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６，２０１０（６６０６６４） 含能材料 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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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斯蒂芬酸镁易溶于水溶液，形成黄色液体，加入硝

酸铁固体，形成深棕红色溶液。将次磷酸钠溶解于水

中，慢慢滴加到斯蒂芬酸铁溶液中，形成亮棕色沉淀，

即得到斯蒂芬酸铁和次磷酸铁共沉淀物（ＦＳＦＨ）。该
反应既可在室温下，也可在 ０～６０℃进行。沉淀物是
一种亮棕色无定性的物质，外貌见图１。

图１　ＦＳＦＨ的外貌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ＦＳＦＨ

３　性能研究

３．１　ＦＳＦＨ的热分解性能
　　采用德国耐驰公司的 ＤＳＣ２０４Ｆ１热分析系统对
ＦＳＦＨ样品进行分析，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１，氮气
保护，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ＦＳＦＨ的 ＤＳＣ曲线

Ｆｉｇ．２　ＤＳＣｃｕｒｖｅｏｆＦＳＦＨ

　　从图 ２上看，ＦＳＦＨ的分解没有经过熔化吸热过
程，而是在２０５．８８℃附近直接发生剧烈的分解反应，
释放大量的热，分解峰呈尖锐状，具有典型起爆药分解

的特征，初始分解温度１８５．３６℃，峰温２０５．８８℃。
３．２　爆炸性能

３．２．１　感度测试
３．２．１．１　撞击感度
　　按照 ＧＪＢ５８９１．２２－２００６《机械撞击感度试验》测
试撞击感度，落锤重５００ｇ，计算５０％发火落高。其他
药剂２０ｍｇ，４０ＭＰａ压力，４００ｇ落锤条件试验，ＦＳＦＨ
的试验结果与其他药剂（数据来自文献［７］）的撞击感
度比较见表１。

表１　ＦＳＦＨ与其它药剂的撞击感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ＳＦＨ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ｉｔ／ｃｍ 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ｃｍ

Ｐｂ（Ｎ３）２ ２４ １０．５

ＬＴＮＲ１） ３６ １１．５

Ｄ·Ｓ２） ３３ ９．０
ｆｕｌｍｉｎａｔｅ ９．５ ３．５

ＦＳＦＨ３） ２８．５ １６．５

Ｎｏｔｅ：１）ＬＴＮＲｉｓｌｅａｄｓｔｙｐｈｎａｔｅ；２）Ｄ·Ｓｉｓｌｅａｄａｚｉｄｅａｎｄｌｅａｄｓｔｙｐｈｎａｔｅ；

３）５０％ ｆｉｒｅｈｅｉｇｈｔｉｓ２２．５ｃｍ．

　　由表１可以看出，在４００ｇ落锤下，根据上下限的
数据综合判断，撞击感度从小到大应为：三硝基间苯

二酚铅 ＜Ｄ·Ｓ共沉淀起爆药 ＜糊精氮化铅 ＜雷汞，
即三硝基间苯二酚铅最钝感，上限达到３６ｃｍ，雷汞最
敏感，上限只有９．５ｃｍ。Ｄ·Ｓ共沉淀起爆药比糊精
氮要钝感，因为 Ｄ·Ｓ共沉淀起爆药是三硝基间苯二
酚铅和氮化铅的混合物，撞击感度也是处于中间。ＦＳ
ＦＨ的上限是 ２８．５ｃｍ，比糊精氮化铅上限 ２４ｃｍ要
钝感，并且 ＦＳＦＨ采用 ５００ｇ落锤测试，更加说明了
ＦＳＦＨ比糊精氮化铅钝感。从结构上来说，ＦＳＦＨ就是
斯蒂芬酸铁和无爆炸性能次磷酸铁混合物，所以主要

是斯蒂芬酸铁的性质，和三硝基间苯二酚铅相比，结构

相似，只是阳离子不同。ＦＳＦＨ是混合物，其中斯蒂芬
酸铁晶体由于和无爆炸性能次磷酸铁相互吸附或包

复，在撞击过程中，斯蒂芬酸铁晶体内部或晶体之间就

难以被压碎而产生热点，所以趋向钝感。

３．２．１．２　摩擦感度
　　按照 ＧＪＢ５８９１．２４２００６《摩擦感度试验》，选取摆
角５０°，表压 ０．６４ＭＰａ，２５发一组，求得试样爆炸概
率的百分数。如果爆炸概率为 ０，加大摆角角度，选取
摆角８０°，表压为１．５７ＭＰａ实验。ＦＳＦＨ的试验结果与
其它药剂（数据来自文献［７］）的摩擦感度比较见表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在摆角为８０°时，表压１．５７ＭＰａ，
三硝基间苯二酚铅爆炸概率 ７０％，比糊精氮化铅和雷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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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要钝感。在摆角为５０°时，表压０．６４ＭＰａ，二硝基重
氮酚（１０％）和 Ｋ·Ｄ共沉淀（８％）比 ＦＳＦＨ（１００％）钝
感，ＦＳＦＨ在几种药剂中最敏感。同样ＦＳＦＨ颗粒中次
磷酸铁可以被认为是杂质，容易摩擦产生热点，因此

ＦＳＦＨ摩擦感度比较高。

表２　ＦＳＦＨ与其它药剂的摩擦感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ＳＦＨ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Ｐａ ａｎｇｌｅ／（°） ｆｉｒ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ｂ（Ｎ３）２ １．５７ ８０ １００
ＬＴＮＲ １．５７ ８０ ７０

ＤＤＮＰ１） ０．６４ ５０ １０
ｆｕｌｍｉｎａｔｅ １．５７ ８０ １００

Ｋ·Ｄ２） ０．６４ ５０ ８
ＦＳＦＨ ０．６４ ５０ １００

Ｎｏｔｅ：１）ＤＤＮＰｄｉａｚｏｄｉ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ｏｌ；２）Ｋ·Ｄｌｅａｄｐｉｃｒａｔｅａｚｉｄｅａｎｄｌｅａｄａｚｉｄｅ．

３．２．１．３　火焰感度
　　按照 ＧＪＢ５８９１．２５－２００６《火焰感度试验》，装药
量２０ｍｇ，压力 ５８．８ＭＰａ，黑药柱点燃，升降法计算
５０％发火高度。ＦＳＦＨ的试验结果与其他药剂（数据
来自文献［７］）的火焰感度比较见表３。
　　在压药压力 ４０ＭＰａ时，火焰感度顺序为三硝基
间苯二酚铅 ＞Ｄ·Ｓ共沉淀起爆药 ＞雷汞 ＞二硝基重
氮酚 ＞糊精氮化铅，三硝基间苯二酚铅对火焰最敏
感，达到全发火为５４ｃｍ，常常配合氮化铅增加点火能
力。糊精氮化铅的缺点就是火焰感度低，全发火小于

８ｃｍ。而ＦＳＦＨ压药压力 ５８．８ＭＰａ时 ５０％发火高度
为１０．７ｃｍ，火焰感度远小于三硝基间苯二酚铅，与糊
精氮化铅相当。三硝基间苯二酚铅具有很高的火焰感

度，全发火最小距离达 ５４ｃｍ，ＦＳＦＨ由于有大量无爆
炸性次磷酸铁＂杂质＂夹杂，就难以用火焰发火，所以
ＦＳＦＨ火焰感度较低。

表３　ＦＳＦＨ与其它药剂火焰感度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ｌａｍ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ＳＦＨ 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ｆｕｌｌｆｉｒｅｈｅｉｇｈｔ／ｃ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４０ＭＰａ）
ＤＤＮＰ １７
ＬＴＮＲ ５４
ｆｕｌｍｉｎａｔｅ ２０
Ｐｂ（Ｎ３）２ ＜８
Ｄ·Ｓ ５２
ＦＳＦＨ １０．７（５８．８ＭＰａ）

３．２．１．４　静电感度
　　按照 ＧＪＢ５８９１．２７－２００６《静电火花感度试验》，
电极间隙１．０ｍｍ，单次装药量２５ｍｇ，电容０．０１μＦ。
ＦＳＦＨ的试验结果与其他药剂（数据来自文献［７］）的
静电火花感度比较见表４。

表４　ＦＳＦＨ与几种起爆药静电感度比较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ＦＳＦＨ

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５０％ ｆｉ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Ｊ

ＬＴＮＲ ３．２×１０－４

Ｄ·Ｓ ４．０×１０－４

Ｐｂ（Ｎ３）２ ２．６×１０－２

Ｋ·Ｄ １．２×１０－３

ＦＳＦＨ ２．７×１０－２

　　根据５０％发火能量可以得到静电火花感度的顺
序为糊精氮化铅 ＜ＦＳＦＨ起爆药 ＜Ｋ·Ｄ起爆药 ＜三
硝基间苯二酚铅 ＜Ｄ·Ｓ共沉淀起爆药，三硝基间苯
二酚铅和 Ｄ·Ｓ共沉淀起爆药对静电相当敏感。由于
产生静电积累的机理很复杂，难以从理论上加以分析，

只能从试验数值上进行判断和评估。从试验结果来看

三硝基间苯二酚铅的静电很高，５０％发火能量为
３．２×１０－４Ｊ，而且容易产生静电积累。ＦＳＦＨ静电感
度比较小，５０％发火能量为 ２．７×１０－２Ｊ，与糊精氮化
铅５０％发火能量为２．６×１０－２Ｊ相当。
３．２．２　极限起爆药量测试
　　参照 ＧＪＢ５８９１．１９－２００６标准测定 ＦＳＦＨ极限起
爆药量。试验采用中值法确定 ＦＳＦＨ的量，即试验选
定 ＦＳＦＨ的量为 ４０，８０，１２０ｍｇ，压制雷管测量铅板
（厚２ｍｍ）炸孔直径，压药次序：ＦＳＦＨ，松装 ＲＤＸ，第２
层 ＲＤＸ，第１层 ＲＤＸ，如图３所示。试验结果见表５。

１—ＦＳＦＨ，２—松装 ＲＤＸ，３—第２层 ＲＤＸ，４—第１层 ＲＤＸ
１—ＦＳＦＨ，２—ｉ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ＲＤＸ，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ｙｅｒｏｆＲＤＸ，
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ａｙｅｒｏｆＲＤＸ
图３　极限起爆药试验雷管装药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ｇｅｏｆｆｌａｓｈｄｅｔｏｎａｔｏｒ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ｉ
ｍｕ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２６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６，２０１０（６６０６６４） 含能材料 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ｒｇ．ｃｎ



ＦＳＦＨ共沉淀起爆药的合成及其主要性能

表５　ＦＳＦＨ极限起爆药量测试

Ｔａｂｌｅ５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ｏｆＦＳＦＨ

Ｎｏ． ｄｅｔｏｎａｔｏｒ
ＦＳＦＨ
ｍ／ｍｇ ｐ／ＭＰａ

ｉｎｃｏｍｐａｃｔＲＤＸ
ｍ／ｍｇ ｐ／ＭＰａ

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ｙｅｒｏｆＲＤＸ
ｍ／ｍｇ ｐ／ＭＰａ

ｆｉｒｓｔｌａｙｅｒｏｆＲＤＸ
ｍ／ｍｇ ｐ／ＭＰ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ｆｉｒｅｏｒ
ｎｏｆｉ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

１ Ａ ４０ ５２．３７ ２０ ５２．３７ ２０ ５４．７４ ３０ １１８．８０ ２ ｆｉｒｅ ０
２ Ａ ８０ ５２．３７ ２０ ５９．４５ ２０ ７２．２１ ３０ １１８．８０ ２ ｆｉｒｅ ０
３ Ｂ １２０ ５２．３７ ２０ ５９．４５ ２０ ７２．２１ ３０ １１２．９８ １ ｆｉｒｅ ０

Ｎｏｔｅ：１）ＡｍｅａｎｓΦ５．００ｍｍ×７．４４ｍｍｆｌａｍｅｄｅｔｏｎａｔｏｒ．２）ＢｍｅａｎｓΦ５．０４ｍｍ×１１．４８ｍｍｆｌａｍｅｄｅｔｏｎａｔｏｒ．３）０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ｌｅａｄｄｉｓｃｄｏｅｓｎｏｔｂｅｅｎｂｏｍｂｏｕｔ．

　　从试验结果来看，压装 ＦＳＦＨ的火焰雷管均发火，
但铅板并未出现炸孔，且铅板上有残余 ＲＤＸ粉末，说
明 ＦＳＦＨ只是发生了爆燃，并未转爆轰。１２０ｍｇＦＳＦＨ
仍不能起爆 ＲＤＸ，说明 ＦＳＦＨ的起爆能力比较弱，是一
种弱起爆剂，不能单独作起爆药使用。

４　ＦＳＦＨ在击发药中应用

　　ＦＳＦＨ的分解温度较高，在 １８５℃时开始分解和
分解峰值温度 ２０５．８８℃，可以看出热稳定性较好。
四氮烯在 ９０℃、恒温 ５天后几乎完全分解，耐热性
差。ＦＳＦＨ摩擦感度较高，耐热性较好，可以作为击发
药的敏感成分替代四氮烯。经过多次实验，得到替代

敏感成分四氮烯的击发药配方，见表６。

表６　击发药配方（Ⅰ）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Ⅰ） ％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ｒａｎｇ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ＦＳＦＨ ２～２５ ４
ＬＴＮＲ ２５～４５ ３８
Ｂａ（ＮＯ３）２ ２０～４０ ２５
ｇｌａｓｓｄｕｓｔ ２０～４０ ３３

　　根据 ＧＪＢ５８９１．２３－２００６火工药剂实验方法中针
刺感度试验的规定，称取 ０．１ｇ药剂，以 ４９．０ＭＰａ压
力装入加强帽中，压制同样试样 ３５发。以 ５２ｇ落球
撞击击针，观察试样发火情况，报出有效数据 ３０发。
试验方法采用 ＧＪＢ／Ｚ３７７Ａ－１９９４中升降法并处理统
计数据，计算 ５０％发火落高及标准偏差。实验结果
为：５０％发火感度为８．２８ｃｍ，标准偏差３．９６ｃｍ。
　　ＦＳＦＨ是无重金属的弱起爆药，也可以替代弱起爆
药斯蒂芬酸铅，消除击发药中的重金属分成。经过多

次实验，得到替代斯蒂芬酸铅成分的击发药配方，见表

７。根据 ＧＪＢ３１９６．１３Ａ－２００５枪弹实验方法中底火
撞击感度试验的规定，称取１４ｍｇ药剂，以 ７４．０ＭＰａ
压力装入火帽中，压制同样试样各５０发。以２００ｇ落

锤撞击击针，观察试样发火情况，进行上下限试验。试

验结果：上限１２ｃｍ处 １００％发火，下限 ２ｃｍ处 ０％
发火。底火内无残渣，无烧蚀几乎保持原来颜色，威力

适中。

表７　击发药配方（Ⅱ）

Ｔａｂｌｅ７　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ｅｒｃｕ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Ⅱ） ％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ＦＳＦＨ ２５
Ｔｅｔｒａｚｅｎｅ ３０
ＭｎＯ２ ３０
ＰＥＴＮ ７
ｇｌａｓｓｄｕｓｔ ８

５　结　论

　　（１）运用共沉淀方法制备了新型起爆药斯蒂芬
酸铁和次磷酸铁（ＦＳＦＨ），该药剂无铅无钡，对环境无
污染，对人体无毒害。

　　（２）性能试验结果表明：ＦＳＦＨ的摩擦感度大；
撞击感度、火焰感度、静电火花感度与糊精氮化铅相

当；火焰感度、静电火花感度远小于斯蒂芬酸铅。

　　（３）经过进一步应用试验证明 ＦＳＦＨ起爆能力较
弱，不能单独作为雷管起爆药用，可以替代斯蒂芬酸铅

用作击发药成分或者替代敏感四氮烯作针刺药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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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工学会火工烟火专委会２０１０工作会议暨
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学会研讨会在湖北宜昌召开

＂中国兵工学会火工烟火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０工作会议暨火工烟火专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学会研讨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月 １６日 ～１９日在湖北宜昌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兵工学会火工烟火专业委员会以及火工品安全性可靠性技术国防

科技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兵工学会、２１３所、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国营 ９６３４厂、

２０４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单位的近 ４０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集论文 ８４篇，内容涉及了火工烟火产品、技术、

工艺、火工药剂、测试实验与分析，火工烟火发展综述与情报等多个方面内容。

本届大会总结了 ２００９年兵工学会第七次全国委员代表大会的情况，详细地介绍了兵工学会近几年的工作情况，将新

型钝感火工品，微机电火工品及创新火工品测试技术等列为未来火工品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大会邀请了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２１３所等单位 ６位教授专家做了精彩的报告，从新型 ＧＴＸ火工药剂的

制备与表征，烟雾衰减和热辐射与遮蔽效能的关系，国内新型点火、起爆技术的研究等方面介绍了我国火工烟火方面的研

究新进展与新成果。参会学者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讨论。大会为火工烟火行业科研工作者搭建了一个良

好的交流平台，对促进我国火工烟火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王亮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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