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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述了压制高聚物粘结炸药（ＰＢＸ）中炸药晶体在机械载荷作用下晶体的微（细）观结构演化，演化过程中损伤的表征和损
伤对 ＰＢＸ炸药宏观性能的影响，讨论了压制压力、压制温度、晶体品质和粘结体系对 ＰＢＸ压制过程中晶体损伤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损伤机制和多种构建 ＰＢＸ中晶体损伤的物理模型，认为通过改变压制方式、压制温度、晶体品质和粘结体系可减少晶体压制
损伤的产生；利用流形元法、离散元法、图像处理技术等可实现对 ＰＢＸ炸药进行较真实的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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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压装高聚物粘结炸药（ＰＢＸ）具有能量高，力学性
能好等优点，但是药柱中的损伤缺陷往往会影响其安

全性能
［１－４］

。目前，关于 ＰＢＸ中炸药晶体在应力作用
下的损伤机制、损伤效应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微

（细）观损伤现象及表（界）面特征研究散见于少量文

献。本文从普通炸药晶体为基的 ＰＢＸ着手，综述了机
械载荷作用下晶体微（细）观结构的演化及损伤的产

生机制，损伤对宏观性能的影响，损伤度的表征等，以

期对减少压制 ＰＢＸ中炸药晶体损伤的研究提供帮助。

２　压制 ＰＢＸ中炸药晶体损伤的形成

　　压装 ＰＢＸ一般由炸药颗粒、粘结剂和其他添加剂
组成，制成造型粉后，按产品要求采用压装工艺成型。

炸药颗粒与粘结剂组成的混合体系在压制过程中一般

可分为三个阶段
［５］
。第一阶段是颗粒的重排，在这一

阶段，颗粒发生明显流动，颗粒之间的孔隙逐渐减少，

小颗粒填充到大颗粒间隙，晶体本身结构不会发生明

显变化；随着颗粒间隙的减少，颗粒之间的作用力逐渐

变大，压制过程进入第二阶段，即颗粒的损伤破碎阶

段，由于颗粒间相互挤压、剪切作用增强，不同颗粒因

不同的损伤阈值而先后产生损伤，如裂纹、断裂等，以

释放其承受的压力；随着压制压力的增高，颗粒破碎达

到一定程度，颗粒间基本无孔隙，压制过程进入第三阶

段，即压实阶段，这一阶段也存在晶体的损伤断裂，但

没有第二阶段产生的多。图１为 ＨＭＸ基 ＰＢＸ中晶体
损伤的演化图

［６］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孔隙率为 １６％

时，炸药晶体未发生明显的损伤变化，主要是进行颗粒

之间的重排，占领孔隙的位置；当孔隙率降低到 ７％
时，一些大颗粒晶体的边界开始出现裂纹；当孔隙率降

为１％和０．６％，出现的损伤明显增多，并且出现孪晶
和晶内裂纹。

　　细观图１中损伤产生的位置，可以发现裂纹更易
在颗粒与颗粒接触点处产生，且多集中在粒径较大的

颗粒中，若晶体颗粒内部存在孔洞等初始缺陷，压制损

伤亦容易在此成核。同时，Ｐ．Ｊ．Ｒａｅ等［７］
在研究压制

ＰＢＸ中炸药晶体损伤时，也得出裂纹产生位置的一些
规律。如图２所示，晶体 Ｉ和 Ｈ相互接触挤压，导致晶
体 Ｉ发生穿晶断裂，这说明应力集中易发生在颗粒间
的接触点上，同时，他还指出，孪晶晶面及晶内孔洞等

薄弱处也易形成应力集中。由图２还可发现大颗粒晶
体存在的区域会影响粘结剂脱粘的路径，也就是说粘

结剂脱粘一般发生在大颗粒晶体边缘。由此可见，若

以高品质炸药晶体为主体炸药，并且提高粘结剂炸药

的包覆程度，不仅能够减少炸药原材料中的初始缺陷，

还能够避免在缺陷等薄弱地区和颗粒接触点出现应力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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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这将有利于减少晶体压制损伤的产生。

ａ．１６％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ｂ．７％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ｃ．１％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ｄ．０．６％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图１　ＨＭＸ晶体损伤演化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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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晶体 Ｉ、Ｊ的存在改变脱粘的路径，并且导致本身发生穿

晶断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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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７］

　　在压制过程中，损伤的产生与损伤度的大小与压
力大小密切相关。Ｐａｌｍｅｒ等［８］

对ＨＭＸ单晶压缩变形
及断裂过程的研究发现，当压力增加时，单晶中出现孪

晶带，由于缺陷的影响，孪晶变形受到抑制，晶体发生

断裂，这表明 ＨＭＸ炸药晶体能承受一定的塑性变形，
表现出“微塑性”，压力升高，即表现出晶体的脆性特

征；Ｂｕｒｎｓｉｄｅ等［９］
直接对 ＨＭＸ颗粒进行压实实验，研

究不同压力引起的颗粒破碎，发现压力越高，晶体粒径

同压制前变化越大，破碎越严重；Ｃ．Ｂ．Ｓｋｉｄｍｏｒｅ等［６］

在分析不同孔隙率的 ＰＢＸ９５０１的冲击波感度时指出

压制压力越大，药柱孔隙率越低，晶体损伤越严重。在

压制 ＰＢＸ时，选用较高的压制压力的目的在于使药柱
的压装密度达到合格要求，但是，压力越高，晶体损伤

越严重，两者存在矛盾。从配方的角度考虑，要在压力

相对较低时得到理想的压制密度，需考虑增强炸药固

体颗粒或造型粉之间的流动性，如采用级配装药等，减

少晶体的压制损伤。

　　在药柱成型过程中，Ｐ．Ｄ．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１０］考虑到药柱
中炸药晶体与压头的相对位置关系，分别研究了压制

ＰＢＸ药柱中上中下三部分的晶体损伤情况，发现产生
断裂的晶体主要集中在药柱的上部（靠近压头）、底部

（远离压头）以及药柱的边缘部分；药柱的中心区域为

所谓的安全区域，晶体发生较少的断裂。另外还发现

在一定的压力下，断裂后的晶体存在一最小极限粒径，

很少有小于最小极限粒径的晶体存在，这说明晶体分

布达到某一级配时，即使这种级配是在压制过程中晶

体断裂破碎后达到的，这种合理的级配会增加颗粒间的

接触点，有利于分散压力，减少进一步的损伤，从这个方

面讲，考虑级配装药亦有利于减少晶体损伤的产生。

　　除了大量炸药固体颗粒外，ＰＢＸ药柱中包含部分
粘结剂，虽说粘结剂含量较少，一般低于整个配方质量

的１０％，但是粘结剂属于高分子基复合材料，它们表
现出的力学性能与单相固体颗粒材料大为不同，因此

粘结剂本身物化性质的不同也会对炸药晶体的损伤造

成影响。Ｔ．Ｅｉｃｈ等［１１］
发现不同粘结剂体系的 ＰＢＸ炸

药其力学性能不尽相同，其中以氟橡胶为粘结剂的

ＰＢＸ药柱的弹性模量高达 １２７７ＭＰａ，表现出较好的
刚性，以硅树脂为粘结剂的 ＰＢＸ药柱的弹性模量仅为
２８ＭＰａ，表现出较好的塑性，塑性较好的粘结剂易通
过形变吸收外界压力，减轻炸药晶体上的应力集中。

同时，粘结剂在不同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流塑性，选择

合适的压制温度亦很重要。梁华琼等
［１２］
对 ＨＭＸ基

ＰＢＸ在相同压力下分别进行冷压（２５℃）和热压
（７０℃）处理，发现压力较高时，冷压制品中部分炸药
颗粒会发生明显破碎，而热压制品中炸药颗粒则保持

了较好的形貌，这是因为当温度较高时，粘结剂的流塑

性较好，一方面能够增强颗粒间的流动性，减少颗粒间

的摩擦，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塑性形变吸收部分压力。

但是在药柱冷却过程中应注意温度应力的卸载速率，

避免过快而导致晶体损伤。

　　综上所述，压制 ＰＢＸ内部的损伤主要来自两方
面：一是炸药晶体内部本身存在的孔洞、裂纹等初始

缺陷；二是在压制成型过程中引入的压制损伤。引起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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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颗粒损伤的因素较多，主要表现在炸药晶体颗粒

本身的性质，如颗粒分布、颗粒品质和粘结剂包覆状态

等；压制条件，如压制压力、压制温度等。减少晶体颗

粒的压制损伤的产生，就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条件，得到

理想的配方及压制方式。

３　炸药晶体损伤对 ＰＢＸ宏观性能的影响

　　为探索炸药内部的微孔洞、微裂纹以及压制后的
晶体损伤对其安全、力学等性能的影响，很多学者作了

相关的研究。

　　Ｂｏｒｎｅ等［１３－１４］
对三批不同品质 ＨＭＸ晶体为基

的浇注 ＰＢＸ进行射弹撞击实验，发现当晶内缺陷含量
为０．１％时，爆轰阈值弹速为１１００ｍ·ｓ－１；当晶内缺
陷增加到０．３％时，爆轰阈值弹速降为 ８３０ｍ·ｓ－１，
当晶内缺陷进一步增加到０．４５％时，爆轰阈值弹速降
为７６０ｍ·ｓ－１，降低了约 ３０％。Ｂａｉｌｌｏｕ等［１］

研究表

明，冲击波感度主要与晶内孔隙率有关，只要这些缺陷

尺寸在几个微米至几十微米之间，冲击波感度随缺陷

数量和尺寸的增加而增加。Ｌｅｃｕｍｅ等［１５］
借助原子力

显微镜等表征纳米尺度的晶体缺陷，结果表明，冲击波

感度与这些缺陷的直径和深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与

这些缺陷的数量有直接关系，炸药晶体表面孔洞数量

越少，相应的感度也越低。由此可见，不管晶体缺陷是

微米级还是纳米级，炸药晶体的撞击感度、冲击波感度

都随着初始损伤的增加而升高。

　　Ｌａｎｇｓｔｏｎ等［１６］
将压制 ＰＢＸ中的 ＨＭＸ晶体回收

后，对其单独进行撞击感度测试，发现由于压制过程中

颗粒产生损伤，撞击感度与未压制的 ＨＭＸ晶体相比，
提高了１０％ ～２３％。
　　Ａ．Ｌ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等［１７］

将受损的 ＨＭＸ晶体再次压制
成型，用激光速度干涉仪（ＶＩＳＡＲ）测量 ＰＢＸ炸药冲击
起爆过程中的自由面速度历程。结果表明，有初始压

制损伤的试样速度增加更快，入射冲击波压力越高，两

者的差别越显著。由此可见，ＰＢＸ炸药压制过程中，炸
药在初始损伤的基础上会产生新的更多的缺陷，从而

给炸药提供了潜在的热点，热点的增多将导致炸药感

度的提高，也使得冲击过程中炸药能量释放加快，爆轰

的建立过程也相应加快。但在文献［６］中，Ｃ．Ｂ．Ｓｋｉｄ
ｍｏｒｅ等在对不同孔隙率 ＰＢＸ炸药进行冲击波感度实
验时发现，冲击波感度随着 ＰＢＸ炸药孔隙率的降低而
降低，可能是因为晶间孔隙的减少导致热点的减少，这

似乎说明晶体中产生的压制损伤对冲击波感度的影响

没有药柱中孔隙率大小对冲击波感度的影响大，这个观

点并未在其它文献中有更多的介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李明等［５，１８－１９］
在对普通 ＲＤＸ晶体和降感 ＲＤＸ

晶体进行压缩刚度比较时，得出降感 ＲＤＸ样品的初始
割线模量远高于普通 ＲＤＸ的初始割线模量，并且压
力相对位移率曲线中的振荡幅度也高于普通 ＲＤＸ的
振荡幅度，这正是因为普通 ＲＤＸ中存在较多的裂纹、
孔洞等降低了晶体材料的力学强度，使得晶体的破碎

阈值降低。由于晶体在压制过程中已经产生损伤，若

对压制成型后的药柱进行力学性能的测量，得到的结

果反映的是晶体损伤后药柱的力学性能，从这个角度

讲，晶体未损伤时药柱的力学性能无法通过实验来获

得，但是可以通过模拟来得到相关数据；同时，借助压

缩刚度法测量回收晶体（存在压制损伤）的晶体凝聚

强度也能获得压制损伤对晶体力学性能带来的变化，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４　压制 ＰＢＸ中炸药晶体损伤的表征

　　ＰＢＸ的宏观性能受晶体的损伤影响很大，为了探
索损伤对 ＰＢＸ的宏观性能的影响关系或规律，应对损
伤缺陷的进行准确表征。这有助于认清损伤的本质，

避免由于压制缺陷造成的宏观性能改变。炸药微观结

构的定性和定量表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使用的

仪器、手段要具有从毫米级到埃尺度范围内的探测能

力，需要探测炸药晶体表面并且能够观察晶体内部情

况，由于现阶段还没有一种表征技术能够单独完成这些

检测要求，因此需要将多种表征方法配合使用。

　　表征炸药晶体损伤直观的定性测量方法有电子显
微镜、折光匹配显微镜、偏光显微镜、表观密度等测量

方法，这些方法能给出晶体的形貌、内部孔隙及 ＰＢＸ
切片上的裂纹等信息，但是并不能给出定量的数据，并

且对表征材料进行处理时会引入二次损伤，比如利用

电子显微镜观察时，会造成晶体的强辐射损伤
［２０］
；超

声波测量时，在超声作用下晶体也会出现断裂等
［２１］
。

　　为了定量表征缺陷的分布及尺寸，国内外进行了
大量研究。李敬明等

［２２］
用电子湮没寿命谱（ＰＡＬＳ）研

究了热处理对 ＴＡＴＢ基 ＰＢＸ炸药微结构损伤的影响，
通过探测正电子的寿命长短得出了热处理前后 ＴＡＴＢ
基 ＰＢＸ内部孔隙的大小和孔隙的数量；张伟斌等［２３］

利用微焦点 Ｘ射线体式 ＣＴ（μＶＣＴ）技术定量测得了
几十微米以上尺寸的 ＨＭＸ炸药晶体内部的细小孔隙
缺陷；ＭａｎｇＪ．Ｔ．等［２４－２６］

利 用 Ｘ射线小角散射
（ＳＡＸＳ）与中子小角散射（ＳＡＮＳ）方法研究了 ＴＡＴＢ、
ＨＭＸ和 ＰＢＸ等含能材料的微观结构，获得了纳米级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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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孔隙尺度，陈波等
［２７］
利用同步辐射作为 Ｘ射线源对

ＴＡＴＢ钝感炸药进行了小角散射实验测量，获得了
ＴＡＴＢ内部微孔大小等结构数据，虽然借助原子力显
微镜也能获得炸药晶体中纳米尺度的缺陷，但是其统

计范围比较窄，一般情况下仅为１０μｍ×１０μｍ的统
计区域

［１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２８］

利用 Ｘ射线衍射
仪直接对不同品质的 ＨＭＸ、ＲＤＸ等晶体颗粒进行检
测，发现内部缺陷少的炸药晶体其微应力也相应较小，

对应衍射峰出现宽化现象。

　　同时，一些在线检测技术线也运用到对损伤演化
的研究中。谭武军等

［２９］
用声发射信号检测系统获取

ＲＤＸ晶体颗粒在压制过程中的声发射信号，发现信号
幅度、波击计数和上升时间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均能分

出明显的３段，分别与颗粒压制过程的３个阶段对应，
即颗粒重排、变形破碎和压实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颗粒材料力学行为的变化规律；Ｐ．Ｊ．Ｒａｅ等［７］
利用

云纹干涉仪在线监控药柱在巴西圆盘实验中的应力分

布情况，有助于更直观地判断损伤产生的位置；周忠彬

等
［３０］
利用配有加载装置的扫描电镜实时观测的数字

散斑相关技术，实现了对半圆盘状 ＰＢＸ材料拉伸破坏
过程中的全场变形及微区域变形场的测量。

　　晶体压制前后的粒度分布及比表面积大小也可用
来表示损伤的情况。粒度的分布使用激光粒度仪测

得，压制后的晶体通过溶剂深度腐蚀粘结剂回收得到。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９］、梁华琼等［１２，３１］
分别使用激光粒度仪测得

炸药晶体颗粒压制前后的粒度分布，根据粒径分布的

变化探索了压力、温度等外界条件对损伤产生的影响。

为了更准确地测得晶体颗粒压制前后的比表面积，

Ｂｕｒｎｓｉｄｅ等［９］
选用气体吸附方法进行测量，度量了

ＨＭＸ晶体颗粒在不同压力下的破碎程度。
　　综上所述，ＰＡＬＳ、μＶＣＴ、ＳＡＳ等方法能定量地表
征晶内缺陷，尤其是晶内孔隙的数量及分布，在线检测

技术能更直观实时地反映晶体损伤的演化过程，若将

这些数据与压制前后粒度分布、比表面积变化相关联，

可以更好地探明孔隙与晶体断裂损伤的内在联系。

５　压制 ＰＢＸ中晶体的损伤模型

　　材料微细观结构的变化规律一般通过材料的本构
关系进行表征。但是，由于现有试验条件的限制，特别

是 ＰＢＸ炸药材料的特殊性及其应用的局限性，要搞清
楚其微细观结构的变形机制比较困难。因此，可建立

相似的模型来研究材料的损伤变形规律。

　　损伤模型的构建需要准确的炸药晶体的力学参

数，而随着人们对高能炸药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对炸

药晶体的力学性能的测量也越来越准确。表 １［３２］给
出了几种高能炸药晶体的力学参数，这些参数将有助

于了解晶体损伤产生的规律，为损伤的建模提供可靠

的数据。其中 Ｅ为弹性模量；ＫＩＣ为断裂韧性；γ为断
裂表面能。

表１　几种单质炸药的力学性能［３２］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ｋｇ·ｍｍ－２

Ｅ
／ＧＰａ

ＫＩＣ
／Ｎ·ｍ－３／２

γ
／Ｊ·ｍ－２

Ｐｏｉｓｓｏｎ′ｓ
ｒａｔｉｏ

ＰＥＴＮ １７．９ １３．７ ５．５×１０４ ０．１１ ０．３０
ＲＤＸ ２４．１ １８．４ ６．４×１０４ ０．１１；０．０７ ０．２８

βＨＭＸ ４０．３ ３１．０；１７．４１）

１５．３２）
６．２×１０４ ０．０６ ０．２１１）

０．３２２）

ＴＡＴＢ － ４．７６ － － －

　Ｎｏｔｅ：１）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ｉ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ｂ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ｉ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ｓｇｅｔ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使用计算机技术可对压制 ＰＢＸ炸药进行建模，采
用有限元的方法可模拟晶体的损伤演化。

　　黄涛等［３３］
借助流形元法对 ＰＢＸ炸药细观损伤破

坏过程进行了模拟，分析了拉伸和压缩加载条件下界

面脱粘、晶体断裂和粘结剂开裂等不同损伤破坏现象，

并考察了初始微裂纹对损伤的影响。对于新裂纹的起

裂，一般采用以应力为变量的判据，黄涛等
［２９］
在文中

采用摩尔库仑准则作为裂纹起裂的判据：（１）当第一
主应力大于材料的抗拉强度时，材料发生拉伸破坏，产

生新裂纹；（２）当某点的最大剪应力大于材料的抗剪
强度时，材料发生剪切破坏，产生新裂纹。用 σ１、σ３
分别表示第一和第三主应力，Ｔ０为材料抗拉强度，Ｆ为
粘结力，为摩擦角，则以上判据可以表示为：
　　（１）拉伸破坏：σ１＝Ｆ０
　　（２）剪切破坏：

当
σ１＋σ３
２

＞０，０＜σ１＜Ｔ０时，
σ１－σ３
２

＝Ｆ；

当
σ１＋σ３
２

＜０，０＜σ１＜Ｔ０时，
σ１－σ３
２

＝Ｆｃｏｓ－
σ１＋σ２
２
ｓｉｎ

　　对于已存在的裂纹，根据应力强度因子理论，采用
材料的断裂韧性 ＫＩＣ作为裂纹是否扩展的判断标准，并
采用最大环向应力理论确定裂纹扩展的方向。根据二

阶流形元求出位移场，用带有裂纹尖端奇异解的奇异

边界元法求取应力强度因子。裂纹的扩展方向与现有

裂纹方向的夹角 θ０可用公式（１）来确定
ＫⅠｓｉｎθ０＋ＫⅡ（３ｃｏｓθ０－１）＝０ （１）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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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ＫⅠ、ＫⅡ为第Ⅰ、Ⅱ型应力强度因子。
　　对于复合型裂纹问题，当满足式（２）时，裂纹开始
沿 θ０方向扩展。

ｃｏｓ
θ０
２
（ＫⅠｃｏｓ

２θ０
２
－３
２
ＫⅡｓｉｎθ０）＝ＫＩＣ （２）

　　但是在此模拟中，晶体形状采用球形，晶体颗粒均
匀地分布在粘结剂中，颗粒之间没有接触，这些假设都

过于理想化，与真实的模型相差比较大。

　　考虑部分炸药晶体本身含有裂纹、孔洞等原始缺
陷，并且这些缺陷对材料的力学性能、爆轰性能的影响

已得到极大的关注，其中粘塑性孔洞的坍塌、晶粒间或

闭合裂纹间的摩擦是非均质炸药热点形成的两种主要

机制
［３４－３５］

，为此，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含孔洞、

裂纹的炸药材料的细观力学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徐松

林等
［３６］
采用基于细观动力学的三维离散元方法，模拟

含有孔洞、裂纹的脆性材料在冲击加载下的力学行为，

初步分析了不同孔洞率时此模型的坍塌过程，结果表

明，裂纹的含量影响材料发生坍塌的临界载荷，材料在

坍塌过程中的体积压缩则主要源于孔洞。傅华等
［３７］

则采用离散元法对冲击作用下含孔洞的 ＨＭＸ晶体进
行细观数值模拟，获得了孔洞坍塌和热点生成演化的

细观过程。

　　ＰＢＸ是一种非均质的混合材料，颗粒粒径分布比
较广，颗粒在粘结剂中呈无规则地排列，对之进行合乎

真实情况的建模较困难，为此，可使用一种数字图像处

理技术进行建模。杨新华等
［３８］
提出了基于图像处理

技术对沥青混合料作二维有限元分析的几何建模方

法，得到了能够应用于力学计算的有限元模型，其初始

图像是通过数码相机对混料试件切面拍照获得。因为

图像处理需要记录足够多的骨料分布信息，故图片质

量受光线强度、光线分布等外界因素的影响比较大。

陈佩林等
［３９］
则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ＣＴ）来获得

初始图像，并建立起有限元模型，避免了上述影响。但

是 ＰＢＸ炸药药柱与沥青混合料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
是固体颗粒的尺寸大小不一样，前者大多是微米量级，

后者大多是毫米量级，因此在对 ＰＢＸ进行图像取样时
需要仪器具有更高的分辨率。ＧＳｃｏｔｔ等［４０］

运用断面

Ｘ射线照相技术在不同角度下对 ＰＢＸ药柱进行一系
列拍照取样，通过图像处理重构出 ＰＢＸ的三维模型
（如图３），进而分析了不同 ＨＭＸ含量和形貌对 ＰＢＸ
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的影响。

　　上述模拟是以压制成型的 ＰＢＸ药柱进行再压缩
试验模拟，以求得到药柱本身的力学行为，从成型过程

来看，刘群等
［４１］
利用非线性有限元法以炸药颗粒为研

究对象，建立了球形炸药颗粒药床在模压条件下的计

算模型，分析了炸药颗粒在压制成型过程中颗粒的细

观力学行为。受限于计算条件，炸药颗粒被简化成粒

径相同的球形颗粒，且规则排列，这显然与真实装药状

态有较大差别。在计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充分考

虑炸药颗粒粒径大小、粒径分布等对颗粒细观力学行

为的影响。

　　由此可见，通过流形元法、离散元法等可对炸药晶
体的细观力学行为进行理论模拟，为炸药的细观反应

模型的建立提供了研究方法。通过图像处理技术也可

对 ＰＢＸ药柱进行二维或三维的建模，在此基础上借助
有限元分析可对炸药进行较真实环境下的模拟，探讨

压力、温度、粘结剂、晶体性质等因素对损伤的影响。

目前，这方面的报道不多，其结果的可靠性需在实践中

去探讨。

图３　ＰＢＸ的三维模型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ＢＸ

５　结论与展望

　　（１）压制 ＰＢＸ损伤的来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
炸药晶体内部本身存在的孔洞、裂纹等初始缺陷；二是

在压制成型过程中引入的压制损伤。为了减少压制的

损伤应从两方面进行解决，一是采用高品质炸药颗粒

作为主体炸药，并且选用合适的颗粒级配与粘结剂，从

配方角度进行优化；二是在压制过程中选用合适压制

压力与压制温度，从成型条件进行优化。

　　（２）损伤的存在会改变炸药的宏观性能，如提高
炸药的撞击感度和冲击波感度，降低炸药的力学性能

等；为了更好地避免由于损伤带来的性能改变，应在损

伤的定量表征和在线测试方法上进行进一步研究，以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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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了解损伤产生的本质和规律，尽量减少损伤。

　　（３）为了更好地预测损伤的产生，可利用计算机
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较真实地建立压制 ＰＢＸ炸药模
型，计算模拟得到不同炸药在不同压力、温度、粘结剂

等因素下的损伤情况，为研究材料微细观结构的变化

规律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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