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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制备乙二胺二硝酸盐（ＥＤＤ）的饱和底液法制备工艺，采用 ＥＤＤ的饱和反应底液

作为成盐反应的反应介质，使制备过程简单、安全，在较低成本下，成盐反应得率达到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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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乙二胺二硝酸盐（ＥＤＤ），是一种性能安定的单质
炸药，可以作为压装或铸装高能炸药的组分，特别是作

为低共熔物分子间炸药（ＥＡＫ）中的一个低共熔物组
分，起可燃剂的作用。ＥＤＤ的合成，早期是在低温下
用浓 ＨＮ０３中和乙二胺二水合物（约 ６２．５％），然后通

过浓缩和结晶得到产物
［１］
。后来，Ａｋｓｔ和 Ｈｅｒｓｈｋｏｗｉ

ｔｚ［２］报道了间断锅式制备 ５０～５００ｇＥＤＤ的方法。８０
年代中期，ＬｏｓＡｌａｍｏｓ实验室的Ｌｅｅ［３］发明了萃取置换
法制备 ＥＤＤ，这种方法是用水不溶性高分子胺（一般
是脂肪族叔胺或仲胺，如三月桂胺等）作载体，来萃取

水相中的初始反应物 ＮＯ３
－
，形成高分子量胺的硝酸

盐，同时加入二氯乙烷等稀释剂。与水分离后的有机

层含有高分子量胺的硝酸盐，再与乙二胺交换反应得

到 ＥＤＤ，ＥＤＤ不溶于有机相，沉淀析出。近年来，Ｒｏｂ
ｅｒｔ等［４］

曾发明了制备一定颗粒度 ＥＤＤ的工艺，其工
艺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是在水介质中进行中和反应，第

二步是 ＥＤＤ产物在醇或酮中沉淀析出。由于乙二胺
的成盐反应比较简单，Ａｋｓｔ［５］为了制取 ＥＤＤ－ＡＮ低
共熔物炸药，曾经将乙二胺、硝酸和硝酸铵按比例同时

加入反应器进行反应，以制得低共熔物分子间炸药。

上述的制备方法要么成盐反应过于剧烈，要么反

应复杂毒性较大。本实验针对工艺上的这些缺点，采

用 ＥＤＤ的饱和滤液作反应稀释介质进行了制备工艺
方法研究。

２　实　验

成盐反应在装有温度计、搅拌器，滴液漏斗和冰水

浴冷却的１０００ｍｌ三口瓶中进行。首先按照文献［１］
的方法在低温下（０～５℃）反应制备 ＥＤＤ，在常温下
过滤得到 ＥＤＤ的饱和滤液，然后以滤液作分散介质，
加入硝酸，充分搅拌待混合均匀后，滴加 ９８％的乙二
胺，控制滴加温度不大于 ２５℃。反应完全后，滤出产
物。粗品 ＥＤＤ留待精制，滤液可作为下次反应的底
液，即分散介质，继续使用。每次反应物的量以乙二胺

计大约７０ｍｌ，实验试剂均为化学纯。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成盐反应
（１）反应物浓度的影响：采用不同量的滤液作反

应介质，进行了不同酸浓度的实验，结果如表 １所示，
表１中的得率都是连续多次实验的平均值，为了保持
滤液量不变，当滤液减少时，补加了水。实验表明使用

浓硝酸，不仅产品得率较高，而且反应过程也未出现剧

烈的反应，而是与低浓度的情况相似，反应相当平稳。

反应平稳主要是由于大量反应介质的存在，增加了热

容，同时便于导热。浓酸的使用减少多余水的带入，从

而增加了产品的得率。

（２）反应物比例的影响：表 １也列出了一定酸浓
度下，不同比例酸过量的实验结果。从结果看，一定酸

浓度下，酸过量的多少似乎与得率关系不大。这也说

明乙二胺与硝酸的反应是快速进行较完全的反应。在

本实验中硝酸与乙二胺的摩尔比为 ２．２１，硝酸过量
大约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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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条件下的 ＥＤＤ粗品得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Ｙ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ｄｅＥＤＤ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硝酸浓度／％ 硝酸过量／％ 底液量／ｍｌ 得率／％

９８ １０ ３４０ ８２
１０ ４３０ ８４
２０ ４３０ ８４

８３ １０ ３４０ ８２
２０ ４３０ ８３

６８ １０ ３４０ ７９
５０ ４３０ ７８

（３）反应底液介质量的影响：每次反应后的底液
量也是影响得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每次的底液量

都能保持在４００ｍｌ以上（即过滤时尽量抽干），则下一
次反应则无需另加水，从而提高得率。因为水对 ＥＤＤ
有相当大的溶损。经实验发现，在常温下中性水中溶

解度为６５％，ｐＨ约为 １的酸性水中，溶解度为 ２３％。
由于滤液很难抽干、ＥＤＤ表面的吸附作用以及其它损
失，使得底液量远低于理论值，所以，底液量往往都不

足４００ｍｌ，这是影响得率的一个主要因素。从理论上
讲，如果每次只用上一锅的底液不另加水，使用 ９８％
以上浓度的乙二胺和９８％以上浓度的硝酸，能得到至
少９８％的产品，而在实际中难以达到，必须经常地补
加水。另外，实验还发现，反应介质的量不能太少，否

则会降低反应的平稳性。

３．２　成盐底液的处理
对成盐母液进行浓缩，回收 ＥＤＤ。酸性底液，在

大约１６ｋＰａ压力下，油浴温度 ９０℃，蒸馏出 ７０％水
时，停止蒸馏，放至室温，ｐＨ约为 １。冷却至室温时，
变成粘稠的结晶体，加入少量 ９５％乙醇晶析时，片刻
后发热冒泡，产生剧烈反应。这是由于浓缩后的母液

酸度较大，加入乙醇后发生了酯化反应。用浓度较低

的乙醇时则未发生过热现象，但又未得到很多的产品，

所以浓缩中和母液回收 ＥＤＤ是不经济的。
３．３　洗涤和精制

洗涤的主要目的是洗去酸。要选择一种和水互

溶，但不溶 ＥＤＤ的溶剂，如可以用甲醇、乙醇、丙酮等
溶剂。丙酮使 ＥＤＤ变黄，所以甲醇和乙醇是较佳的选
择，本工艺采用了乙醇。低含水量时，在乙醇中 ＥＤＤ
的溶解度是很低的，但当含水量增加时溶损增大，实验

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２可见，９５％的酒精，溶损量是
很小的，所以本工艺采用 ９５％的乙醇作为洗涤溶剂，
在常温下洗涤。

表 ２　ＥＤＤ在乙醇／水中的溶解度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ＤＤｉｎｅｔｈ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ｗａｔｅｒ

乙醇中的含水量／％ ０ ５ １５ ３０ ３５

溶解度 １８℃时 ０ ０．０４ １．０ ２．４ ３．６
／（ｇ／１００ｍｌ） ６８℃时 — ０．３ ４．０ ２８ ３６

洗涤用量大约每次为 ＥＤＤ粗品量的 １倍左右。
洗涤三次，大致洗涤到 ｐＨ值为４～５。

可以用甲醇和乙醇的含水溶剂进行重结晶精制

ＥＤＤ，考虑到甲醇的沸点较低，而且毒性较大，故采用
乙醇。从表２的数据看出，当乙醇中的含水量为 ３０％
时，其溶解度随温度的变化非常显著，而且在常温下其

绝对溶解度也不大，故采用 ７０％的乙醇是合适的。具
体操作是，将中和反应得到的粗品 ＥＤＤ，洗涤后的湿
品（按上述投料量，约 ２００ｇ），直接加入到６３０ｍｌ７０％
的乙醇中，加热到 ７０℃完全溶解，然后自然冷却到室
温，过滤，用９５％的乙醇洗涤、干燥，得到产品约１６０ｇ，
最终得率８４％。

经过精制的 ＥＤＤ，熔点都在 １８５℃以上，酸值小
于０．０４％（以 ＨＮＯ３计）。

精制母液可以循环使用，一般可以用 ５～６次（视
颜色情况而定，颜色发黄时即不能再用）。洗涤乙醇

可以留作粗品的洗涤剂。

洗涤和重结晶用过的 ９５％乙醇可以通过蒸馏回
收。

３．４　制备成本核算
ＥＤＤ小试产品质量分析表明，熔点 １８７℃，酸值

小于０．０４％。ＥＤＤ耗用原材料成本按消耗乙二胺、硝
酸、乙醇的量计算，成本列于表 ３。表中也列出了按文
献［１］方法制备 ＥＤＤ的得率和文献［４］报道的得率，
以及按其原材料消耗计算的原材料消耗成本。

表 ３　原材料消耗成本和得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ｓｔａｎｄｙｉｅｌｄ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

文献［１］工艺 文献［４］工艺 本文工艺

原材料消耗成本，元／ｋｇ ２６．６９ ４２．２２ ２３．８１
得率／％ ７０ ８５ ８４

表３中的乙醇计算都不包括回收。从表中可以看
出，本文的工艺条件下，成本最低。

另外，从生产效率看，本工艺也具有较低的成本。

按文献［１］的工艺为了取得较高的得率需要将出料温
度降低到０℃左右，而本文的工艺则降低到室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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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４］的工艺则在高原材料成本下，产品的得率与
本文的工艺相近。

４　结　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 ＥＤＤ反应母液作为分散介质制
备 ＥＤＤ的新工艺方法，这种方法反应平稳，工艺操作
安全性提高，减少了溶损和废液量，提高了得率。不需

低温冷却出料，降低了原材料的消耗和能耗，从而降低

了成本。

参考文献：

　［１］　ＦｅｄｏｒｏｆｆＢＴ，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Ｏ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ｔｅｍｓ［Ｍ］．Ｖｏｌ６，ＰｉｃａｔｉｎｎｙＡｒｓｅｎａｌ．Ｄｏｖｅｒ．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７４．

　［２］　ＡｋｓｔＩＢ，ＪＨｅｒｓｈｋｏｗｉｔｚ．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ｂｙ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Ｎｉｔ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Ｆｕｅｌｓ

［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４９８７，ＰｉｃａｔｉｎｎｙＡｒｓｅｎａｌ．Ｄｏｖｅｒ．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１９７６．

　［３］　ＬｅｅＫ．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ｄｎｉｔｒａｔｅ［Ｐ］．ＵＳＰ

４５３９４３０，１９８５．

　［４］　ＲｏｂｅｒｔＥＯ．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ｄｉｎｉｔｒａｔｅｗｉｔｈ

ｕｓｅｆｕ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Ｐ］．ＵＳＰ５０３０７６３，１９９１．

　［５］　ＡｋｓｔＩＢ．Ｄｉｒ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Ｐ］．Ｕ ＳＰ

４３５３７５８，１９８２．

ＡＫｉｎｄ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ＥＤＤ

Ｚ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ｏ
（Ｘｉ′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ａ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ＥＤＤ（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Ｄｉｎｉ
ｔｒａｔ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ｙｉｅｌｄ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８４％ ｗａ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ａｔｌｏｗｃｏ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ａｍｉｎｅｄｉｎｉｔｒａｔｅ（ＥＤＤ）；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欢迎订阅２００２年《爆破》杂志

《爆破》杂志是 １９８４年创刊的全国性科技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刊登国内外爆破领域的理论研究、科技

动态、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安全防护与管理、产品开发及其相关新成果、新技术和新工艺。主要内容有拆除爆破、

采掘爆破、硐室爆破、特种爆破、爆炸与加工、爆破器材、爆破安全、凿岩机械、爆破仪器、爆破测试技术等，并报导相

关会议消息、书讯和发布广告等。可供从事爆破科研、教学、设计、施 工和安全管理等单位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管

理干部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爆破》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列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并进入《中国期刊网》，为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理工类 Ｃ辑全文收录。

期刊的一批优秀论文已被美国 ＥＩ、ＣＡ等检索刊物收录。《爆破》为季刊，每年 ４期，每季末月 ２５日出版，每期

约 １６万字，定价 ８元，全年 ３２元（含邮费）。

如需订阅，请填好订单寄回，并通过邮局汇款到编辑部。

欢迎您为《爆破》撰稿，欢迎您订阅本刊！

９９第 ３期　　　　　　　　　　　　　　　　　赵省向等：一种制备 ＥＤＤ的工艺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