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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铵的降感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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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降低硝酸铵（ＡＮ）机械感度，以氧化锌、尿素、磷酸氢二钠、樟脑、碱式碳酸镁、碳酸钠、硝酸铵六种化学

物质作为抑爆剂，单独加入或几种混合加入到硝酸铵中，得到了改性的硝酸铵，然后按照工业炸药配方将这种改性

的硝酸铵制成铵油炸药。用立式落锤仪，在 １０ｋｇ落锤、６５ｃｍ落高下，测试了铵油炸药的撞击感度。实验结果表

明，添加质量分数为５％的碱式碳酸镁可以使铵油炸药的爆炸百分数从８８％降低到３２％，添加质量分数为５％的多

组分抑爆剂（ＺｎＯ／Ｎａ２ＨＰＯ４／Ｍｇ２（ＯＨ）２ＣＯ３＝３３／３４／３３）可使铵油炸药的爆炸百分数从 ８８％降低到 ２４％；采用缓

慢结晶的工艺，可以降低铵油炸药的撞击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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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硝酸铵（ＡＮ）既可用作农肥，也可用于工业炸药的
生产

［１］
。如何对硝酸铵进行改性，使之既保持肥效，

又能降低其爆炸性，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我

国已将硝酸铵改性研究提上日程。目前的改性方法主

要有两种
［２］
：一是做复合肥，降低硝酸铵在农肥中的

含量，以降低硝酸铵化肥的爆炸性；二是添加少量的

添加剂，以抑制其爆炸性。本实验拟采用后一种方法

对硝酸铵进行改性，试图找到一种添加剂，在少量添加

这种物质的情况下，大大降低硝酸铵的爆炸性。

２　实　验

２．１　实验原理

　　硝酸铵爆炸主要原因有两个［３］
，一是自身能在短时

间内快速热分解，急剧放出大量气体，进而引起爆炸；

二是硝酸铵晶体受到撞击时，晶体间摩擦和硝酸铵中含

有微小的气泡绝热压缩易产生热点，而后快速扩散引起

爆炸。针对这两个原因，本实验通过加入少量添加剂，

抑制硝酸铵热分解和热点的产生，达到抑制硝酸铵爆炸

的目的。在配方设计中，要求配方具有良好的水溶性、适

宜的ｐＨ值，对人体无毒，以保证改性产品能安全使用。
２．２　实验仪器
　　搪瓷反应杯；功率可调节的电炉加热器；４０目
筛；研钵；１０ｋｇ落锤立式落锤仪；１００ｍＬ量筒；
２５０ｍＬ和５００ｍＬ的烧杯。

２．３　实验样品

　　氧化锌［４］
（化学纯）；尿素

［４］
（分析纯）；磷酸氢

二钠（分析纯）；樟脑
［４］
（化学纯）；碱式碳酸镁（分析

纯）；碳酸钠（化学纯）；硝酸铵（市售）。

２．４　实验步骤
２．４．１　实验准备
　　（１）用研钵将经过粗碎和预烘过的硝酸铵１０００ｇ粉
碎，取３５目筛的筛下物颗粒，再放入烘箱中于８０℃干燥
２ｈ，翻动、冷却３２℃以下，装入塑料袋放入干燥器中待用。
　　（２）将２００ｇ４０目的的合格木粉［４］

，烘干，使其水

分小于４％，装入干燥器中待用。
　　（３）准备木粉和石蜡［４］

。

２．４．２　铵油炸药制备
　　（１）含单组分抑爆剂的铵油炸药制备
　　分别称量１０ｇ硝酸铵若干份，再在每份硝酸铵中
分别加入质量分数为 ５％的单组分抑爆剂碱式碳酸
镁、樟脑、磷酸氢二钠、尿素、氧化锌、碳酸钠。然后用

加热器加热，并不断搅拌直到熔融状态，使之混合完

全。加热后的熔融态产品采取自然冷却，使之缓慢结

晶
［５］
，得到改性的硝酸铵。

　　将此法得到的硝酸铵按照工业炸药配方［６］
（即硝

酸铵９２％；石蜡 １．６％；柴油 ２．４％；木粉 ４％）制成
含单组分抑爆剂的铵油炸药。

　　（２）含复合组分抑爆剂铵油炸药的制备
　　根据单组分抑爆剂的抑爆效果，实验选出了三个
复合配方的抑爆剂（见表１），然后用同样的工艺方法，
将质量分数为 ５％的混合抑爆剂加入硝酸铵中，再按
工业炸药配方

［６］
制得含复合组分抑爆剂的铵油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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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复合配方的抑爆剂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ａｎｔｉ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ａｇｅｎｔｓ ％

Ｎｏ． ＺｎＯ （ＮＨ２）２ＣＯ Ｍｇ２（ＯＨ）２ＣＯ３ ｃａｍｐｈｏｒ Ｎａ２ＨＰＯ４
１ ５０ ３３．３ １６．７ １６．７
２ １６．７ ６６．７ １６．７
３ ３３ ３３ ３４

３　改性铵油炸药的撞击感度试验及结果分析

３．１　试　验
　　（１）仪器与试剂
　　ＷＬ１型立式落锤仪［７］

落锤的质量规定为（１０００±１）ｇ；

丙酮；工业品：机油；汽油；黑索今；细纱布、绸布和

脱脂棉；分析天平：精度０．００１ｇ；手摇式退柱器。
　　（２）试　验
　　将烘干后的 ＮＨ４ＮＯ３、铵油炸药、配方 １、配方 ２、
从干燥器中取出，各准确称取２５份５０ｍｇ的样品。
　　参照 ＧＪＢ７７２Ａ１９９７中６０１．１［７］，锤重１０ｋｇ，落高
６５ｃｍ，测试其撞击感度的爆炸百分数。
３．２　结果及分析
　　含单组分抑爆剂（质量分数为５％）铵油炸药撞击
感度的测试结果见表 ２，含复合组分抑爆剂铵油炸药
撞击感度的测试结果见表３。

表 ２　含单组分抑爆剂铵油炸药的撞击感度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ｍｐａｃ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ＮＦＯ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ｗｉｔｈｍｏｎｏ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ｇ２（ＯＨ）２ＣＯ３ ｃａｍｐｈｏｒ Ｎａ２ＨＰＯ４ （ＮＨ２）２ＣＯ ＺｎＯ Ｎａ２ＣＯ３ ｎｏ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３００ １６５ ６０ １３５ １９７５ ８５１
ｉｍｐａｃ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３２ ３７ ４０ ４２ ５９ ６０ ８８

表 ３　含复合组分抑爆剂铵油炸药的撞击感度

Ｔａｂｌｅ３　Ｉｍｐａｃ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ＮＦＯ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ｗｉｔｈｍｉｘｅ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１ ２ ３ ｎｏ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６０ ６２ ２４ ８８

　　由表２、表３可以看出，添加剂都起到一定的抑爆效
果。在几种单组分抑爆剂中抑爆效果较好的有碱式碳

酸镁、樟脑、磷酸氢二钠、尿素，但是含有樟脑和尿素的

改性产品在存放过程中有明显的吸湿现象，在三周之后

变为黑色的硬块，而碱式碳酸镁和磷酸氢二钠并没有出

现以上现象。因此认为，碱式碳酸镁和磷酸氢二钠适合

用作做抑爆剂组分。含有这两种物质的铵油炸药其爆炸

百分数分别为３２％和４０％。熔点低的磷酸氢二钠、尿素
的抑爆效果比熔点高的氧化锌、碳酸钠的抑爆效果要好。

　　三种复合组分抑爆剂的实验结果中，配方１和配方２
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可能与配方中各化学物质间

存在相容性有关。配方３在几个配方中防爆效果最好，
可使硝酸铵撞击感度的爆炸百分数从８８％降低到２４％。

４　结　论

　　（１）复合抑爆剂的较佳配方是氧化锌３３％；磷酸
氢二钠３４％；碱式碳酸镁 ３３％。用此配方制备的铵
油炸药，在 １０ｋｇ落锤、６５ｃｍ落高下，爆炸百分数从
８８％降低到２４％。
　　（２）采用缓慢结晶的方法得到的改性硝酸铵具有

较好的抑爆性。

　　（３）通过对硝酸铵降感技术的研究，提高了硝铵
生产、贮运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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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光度法测定 ＫＰＫＣｌＯ４ 点火药中苦味酸钾含量

陈春淳，张同来，张建国，陈红艳
（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灾害预防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根据苦味酸钾（ＫＰ）水溶液呈亮黄色和 ＫＣｌＯ４水溶液呈无色这一特点，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了 ＫＰＫＣｌＯ４点

火药中 ＫＰ的含量，讨论了测试条件，研究了苦味酸钾的吸光度与百分含量的关系。结果表明：测定 ＫＰＫＣｌＯ４点

火药中 ＫＰ含量的方法简便，可行，使用该方法得到的实验结果的不确定度和误差分别为 ０．２％和 １．３％。

关键词：分析化学；分光光度法；ＫＰＫＣｌＯ４点火药；苦味酸钾（Ｋ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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