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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硝酸法由 ＴＡＤＦＩＷ制备 ＨＮＩＷ

刘进全，金韶华，束庆海，吕鹤翔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在 ８２．４８％ ～８８．８９％硝酸中，将四乙酰基二甲酰基六氮杂异伍兹烷（ＴＡＤＦＩＷ）硝解为 γ六硝基六氮杂异

伍兹烷（ＨＮＩＷ），得率８８％以上，纯度９９．４％以上。该方法最佳硝酸浓度为８６．６６％，此时 ＨＮＩＷ得率９４．０％，纯度

９９．５１％。所得 ＨＮＩＷ中所含的主要杂质为五硝基一乙酰基六氮杂异伍兹烷（ＰＮＭＡＩＷ），与 ＴＡＤＦＩＷ在硝硫混酸

中硝解所得主要杂质五硝基一甲酰基六氮杂异伍兹烷（ＰＮＭＦＩＷ）不同，说明 ＴＡＤＦＩＷ在硝酸中硝解与在硝硫混酸

中硝解的反应历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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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目前可合成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ＨＮＩＷ）的硝
解基质共有五种：四乙酰基二苄基六氮杂异伍兹烷

（ＴＡＤＢＩＷ）［１］、四乙酰基二甲酰基六氮杂异伍兹烷
（ＴＡＤＦＩＷ）［２，３］、四 乙 酰 基 六 氮 杂 异 伍 兹 烷

（ＴＡＩＷ）［４～６］、四 乙酰基二乙基六氮杂 异 伍 兹 烷
（ＴＡＤＥＩＷ）［１，７，８］、六 乙 酰 基 六 氮 杂 异 伍 兹 烷

（ＨＡＩＷ）［９］。这些基质的硝解为多环笼形叔酰胺的硝
解，硝解基质具有紧密的立体笼形骨架，环上 Ｃ—Ｃ键
的键长和键角偏离 ｓｐ３杂化碳原子的正常值，分子中
存在高张力，且具对称性

［１０］
。硝解条件较为苛刻，特

别是当分子中只余下一个取代基时，由于立体及电子

效应，很难再被硝解，需要较高的硝解温度和较长的硝

解时间。所以 ＨＮＩＷ中常含有带５个或４个硝基的六
氮杂异伍兹烷的衍生物（副产物）。因此对它们一般

使用硝硫混酸硝解体系才能得到 ＨＮＩＷ，硝硫混酸的
使用令 ＨＮＩＷ的生产工艺复杂化，不利用 ＨＮＩＷ的工
业放大生产，因此研究新的硝解体系成为合成 ＨＮＩＷ
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 ＴＡＤＦＩＷ，目前见诸文献报道
的硝解方式有硝硫混酸或发烟硝酸硝解，以制得

ＨＮＩＷ［１１～１３］
。

硝硫混酸工艺所用 ＨＮＯ３含量约 ４５％，Ｈ２ＳＯ４含
量约５５％，酸用量为 １３ｇ（以每克 ＴＡＤＦＩＷ计），硝解
温度７５～９０℃，时间４～５ｈ，得率 ８０％以上。美国已

采用硝硫混酸硝解 ＴＡＤＦＩＷ的技术，建成了每批达数
百公斤的制备 ＨＮＩＷ 的装置。但因 ＴＡＤＦＩＷ 六元环
上的两个甲酰基较难硝解，所以用此法制得的 ＨＮＩＷ
纯度较低，为 ９６％ ～９７％，其中含有的主要杂质是五
硝基一甲酰基六氮杂异伍兹烷（ＰＮＭＦＩＷ）。

发烟硝酸在较高温度 １１０～１１５℃硝解 ＴＡＤＦＩＷ，
当硝酸浓度在９８％以上，用量达 ５～６ｇ（以每克 ＴＡＤ
ＦＩＷ计），反应时间４～５ｈ时，可制得纯度达９８％以上
的γＨＮＩＷ，得率 ９０％以上。以 ＨＮＯ３硝解 ＴＡＤＦＩＷ
制备 ＨＮＩＷ的工艺，硝酸用量、硝酸浓度、反应温度及
反应时间对 γＨＮＩＷ得率及纯度均有影响。

本文采用适当浓度的硝酸硝解 ＴＡＤＦＩＷ，反应条
件温和，所得 ＨＮＩＷ 得率及纯度均较佳，并研究了硝
酸浓度对 ＨＮＩＷ得率的影响，同时对硝解所得 ＨＮＩＷ
中的主要杂质进行了分离鉴定，表明 ＴＡＤＦＩＷ在硝酸
中硝解与在硝硫混酸中硝解的反应历程不同。

２　实　验

２．１　仪器与试剂
ＮｉｃｏｌｅｔＭａｇｎａ红外光谱仪 ＩＲ５６０，ＢｒｕｃｋｅｒＡＲＸ

４００核磁共振仪，ＶＧＺＡＢＨＳ质谱仪，ＣａｒｌｏＥｒｂａ１１０２
型元素分析仪，依利特 Ｐ２３０高效色谱仪，其余药品均
为市售分析纯试剂。

２．２　ＨＮＩＷ 合成
冰水浴冷却下，一边搅拌，一边将一定浓度硝酸、

氮硝化催化剂、ＴＡＤＦＩＷ分别加入三口烧瓶中。加料
完成后，将反应液逐渐升温到 ８５～９５℃，保温 ２ｈ，停
止加热，冷却并缓慢加入约 ５０ｍｌ稀释剂，然后过滤、
洗涤、干燥、得白色晶体，得率８８％ ～９４％，所得ＨＮＩ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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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度达到９９％以上。
２．３　ＨＮＩＷ 杂质的分离鉴定

将硝解所得 ＨＮＩＷ白色晶体进行柱色谱分离，洗
脱剂采用石油醚与乙酸乙酯混合溶剂，洗脱剂组成为：

石油醚／乙酸乙酯 ＝４／１（Ｖ／Ｖ）。柱色谱分离后得到杂
质，对杂质进行了表征，结果为：白色晶体，熔点 ２３７～
２３９℃；ＩＲ（ＫＢｒ），３０２０，１７００，１５８５，１３９０，１３１０，１１７５，
１０４０ｃｍ－１

；
１Ｈ ＮＭＲ（（ＣＤ３）２ＳＯ）：７．９６７，７．９４９，

７．８８５，７．８６５（ｍ，４Ｈ）；７．５９５（ｍ，１Ｈ），７．４８２（ｓ，１Ｈ），
２．１３９（ｓ，３Ｈ）。ｍ／ｚ：４３６（Ｍ＋１）＋；元素分析：实验值
（％）Ｃ２２．５５，Ｈ２．３７，Ｎ３５．０９，与ＰＮＭＦＩＷ的计算值
（Ｃ８Ｈ９Ｏ１１Ｎ１１：Ｃ２２．０８，Ｈ２．０７，Ｎ３５．０４）相符。可
以确定该杂质为 ＰＮＭＡＩＷ。

３　结果与讨论

实验过程中所用硝酸浓度为 ８２．４８％ ～８８．８９％，
取８２．４８％，８８．８９％，８５．６１％三个硝酸浓度下硝解
ＴＡＤＦＩＷ制备的 ＨＮＩＷ样品做 ＦＴＩＲ，分析结果见图 １
和图２。表１给出了不同硝酸浓度下 ＨＮＩＷ的得率和
纯度的变化。

由图１和图 ２可知，三个样品的 ＦＴＩＲ在 ４０００～
５００ｃｍ－１

的吸收区域内，吸收峰一致，在 １２００～
１０５０ｃｍ－１

的吸收区域内出现了四个吸收单峰，为

γＨＮＩＷ的 特 征 吸 收，故 可 以 认 定 在 ８２．４８％ ～
８８．８９％硝酸浓度范围内，以硝酸法对ＴＡＤＦＩＷ进行硝
解都可以制得 γＨＮＩＷ。

图１　不同硝酸浓度中制备所得 ＨＮＩＷ的 ＦＴＩＲ（４０００～５００ｃｍ－１）

１—８２．４８％硝酸，２—８５．６１％硝酸，３—８８．８９％硝酸

Ｆｉｇ．１　ＦＴＩ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ｏｒＨＮＩＷ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ｉｎ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０００～５００ｃｍ－１
）

１—８２．４８％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２—８５．６１％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３—８８．８９％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图２　不同硝酸浓度中制备所得 ＨＮＩＷ的 ＦＴＩＲ（１２００～５００ｃｍ－１）

１—８２．４８％硝酸，２—８５．６１％硝酸，３—８８．８９％硝酸

Ｆｉｇ．２　ＦＴＩＲｆｏｒＨＮＩＷ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１２００～５００ｃｍ－１
）

１—８２．４８％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２—８５．６１％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３—８８．８９％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表 １　不同硝酸浓度制备所得 ＨＮＩＷ 的得率和纯度

Ｔａｂｌｅ１　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ｐｕｒｉｔｙｏｆＨＮＩＷ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ｉｎ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

ｐｕｒｉｔｙ

／％

ｙｉｅｌｄ

／％
８２．４８ ９９．４２ ８８．１

８３．２７ ９９．４３ ８８．９

８４．０３ ９９．５１ ８８．８

８４．７０ ９９．５１ ８９．６

８５．６１ ９９．４１ ８９．９

８６．６６ ９９．５１ ９４．０

８７．０７ ９９．５９ ９３．５

８７．９３ ９９．４４ ９３．１

８８．８９ ９９．４５ ９２．５

　Ｎｏｔｅ：ＨＮＯ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ｉ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０．１ｍｏｌ／ＬＮａＯ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从表１可知，硝酸浓度对 ＨＮＩＷ得率有影响，当硝
酸浓度从 ８２．４８％变化为 ８８．８９％时，ＨＮＩＷ 得率从
８８％变化到 ９４％，变化幅度 ６％，当硝酸浓度为
８６．６６％时，ＨＮＩＷ得率最高为９４％。这说明硝酸法制
备 ＨＮＩＷ的工艺中，硝酸的调控范围比较大，为该方
法的工业化推广奠定了基础。同时所制得 ＨＮＩＷ 样
品的 ＨＰＬＣ分析表明，使用 ８２．４８％ ～８８．８９％硝酸对
ＴＡＤＦＩＷ进行硝解，所制得 ＨＮＩＷ的纯度几乎没有改
变，ＨＮＩＷ 纯度均在 ９９．４％以上，纯度变化幅度在
０．２％以内，硝酸浓度为 ８６．６６％时所制备的 ＨＮＩＷ的
ＨＰＬＣ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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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８６．６６％硝酸水解硝化制备的 ＨＮＩＷ的 ＨＰＬＣ图

Ｆｉｇ．３　ＨＰＬ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ＮＩＷ ｆｒｏｍ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ＡＤＦＩＷ ｉｎ８６．６６％ 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对硝解所得 ＨＮＩＷ 中所含主要杂质的分离和结
构鉴定可知，硝酸中硝解 ＴＡＤＦＩＷ所得 ＨＮＩＷ中的主
要杂质为 ＰＮＭＡＩＷ，而不是通常硝硫混酸硝解 ＴＡＤ
ＦＩＷ所得到的 ＰＮＭＦＩＷ，这表明，ＴＡＤＦＩＷ在硝酸中和
硝硫混酸中硝解所遵循的硝解历程不一致。

ＴＡＤＦＩＷ在硝硫混酸中的硝解是其分子中的酰胺
基在硝硫混酸介质中受到硝酰阳离子进攻而生成硝

胺。在硝解中，乙酰胺基比甲酰胺基更容易受到亲电

的硝酰阳离子的进攻。当乙酰胺全部转化成硝胺后，

开始发生甲酰胺的硝解，最后生成 ＨＮＩＷ。故反应中
可能出现的杂质为 ＰＮＭＦＩＷ。甲酰基虽难以硝解，却
比乙酰基容易水解。ＴＡＤＦＩＷ在硝酸中硝解，首先发
生甲酰基的水解，生成相应的二级胺，继而发生二级胺

上的硝化反应，生成硝胺。当两个甲酰基均转化为硝

胺基团后，开始发生乙酰基的水解硝化。四个乙酰基

逐次发生水解硝化，最后生成目标化合物 ＨＮＩＷ。反
应所可能出现的杂质为 ＰＮＭＡＩＷ。

４　结　论

（１）ＴＡＤＦＩＷ在８２．４８％ ～８８．８９％硝酸中可硝解
为 γＨＮＩＷ，得率８８％以上，纯度９９．４％以上。

（２）ＴＡＤＦＩＷ硝酸法制备 ＨＮＩＷ的最佳硝酸浓度
为８６．６６％，ＨＮＩＷ得率９４．０％，纯度９９．５１％。

（３）ＴＡＤＦＩＷ经硝酸法制备的 ＨＮＩＷ中所含主要
杂质为 ＰＮＭＡＩＷ，经硝硫混酸法制备的 ＨＮＩＷ中所含
主要杂质为 ＰＮＭＦＩＷ，这表明 ＴＡＤＦＩＷ在硝酸中硝解
与在硝硫混酸中硝解的反应历程不一致。

参考文献：

［１］潘则林．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的合成及性能研究［Ｄ］．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１９９８．

ＰＡＮＺｅｌｉ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ｘａｎｉｔｒｏｈｅｘａａｚａｉ

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

［２］ＷａｒｄｌｅＲＢ，ＥｄｗａｒｄｓＷ Ｗ．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ｌｙｓｉｓｏｆ２，４，６，８，

１０，１２ｈｅｘａｂｅｎｚｙｌ２，４，６，８，１０，１２ｈｅｘａａｚａ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ｏ［５．５．０．０５，９．

０３，１１］ｄｏｄｅｃａｎｅ［Ｐ］．ＷＯ９７／２０７８５，１９９７．

［３］ＲｏｂｅｒｔＢＷ，ＪｅｒａｌｄＣＨ．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ｓａｓ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ｆｏｒｅｎｅｒ

ｇｅｔｉｃ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ｐｏｌｙｎｉｔｒａｍｉｎｅｏｘｉｄｉｚｅｒｓ［Ｐ］．ＵＫＧＢ２３３３２９２，１９９９，

３１（Ｅｎｇ）．

［４］ＫｏｄａｍａＴａｍｏｔｓｕ，ＭｉｎｏｕｒａＨａｒｕｙｕｋｉ，ＭｉｙａｋｅＮｏｂｕｈｉｓａｅｔａｌ．ｆｏｒ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ｓ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Ｐ］．ＷＯ９８１６５２９，１９９８，１１４（Ｊａｐａｎ）．

［５］ＫａｗａｂｅＳｈｕｊｉ，ＭｉｙａＨｉｒｏｓｈｉ，ＫｏｄａｍａＴａｍｏｔｓｕ，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ｘａｎｉｔｒｏ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Ｐ］． ＷＯ ９８０５６６６，

１９９８，７０（Ｊａｐａｎ）．

［６］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ＲＳ，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Ｊ，ＷａｒｄｌｅＲＢ，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２０［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３１ｔｈ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ＣＴ［Ｃ］，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０．

［７］贾会平．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的合成及表征［Ｄ］．北京：北京

理工大学，１９９７．

ＪＩＡＨｕｉｐｉｎｇ．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ｘａｎｉｔｒｏｈｅｘａａｚａｉ

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

［８］刘利华．高能六氮杂异伍兹烷衍生物的合成与表征［Ｄ］．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２０００．

ＬＩＵＬｉｈｕａ．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

ｔａｎ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

［９］王才，欧育湘，陈博仁．六乙酰基六氮杂异伍兹烷的合成与晶体结

构［ＯＬ］．化学通报（网络版），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７．

ＷＡＮＧＣａｉ，ＯＵＹｕ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Ｂｏｒｅ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ｈｅｘａａｃｅｔｙｌ

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ｚｉｔａｎ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ｎ

ｌｉｎｅ），２０００，１３，０００１７

［１０］文忠，田双河，赵鹏骥等．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分子构型的理论

研究［Ｊ］．含能材料，１９９９，７（３）：１１０－１１４．

ＷＥＮ Ｚ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Ｓｈｕａｎｇｈｅ，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ｊ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ｘａｎｉｔｒｏ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ＨａｎｎｅｎｇＣａｉｌｉａｏ），

１９９９，７（３）：１１０－１１４．

［１１］ＤｕｄｄｕＲＧ，ＤａｖｅＰ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ａｔｅｌ

ｅｖａ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ｆｏｒｍＨＮＩＷ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ｇａｍｍａＨＮＩＷ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ｐｕｒｉｔｉｅｓ［Ｐ］．ＵＳ６，０１５，８９８，２０００－１－１８．

［１２］欧育湘，徐永江，陈博仁，等．由四乙酰基二甲酰基六氮杂异伍兹烷合

成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Ｊ］．有机化学，２０００，２０（４）：５５６－５５９．

ＯＵＹｕｘｉａｎｇ，ＸＵ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Ｂｏｒｅｎ，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ｈｅｘ

ａｎｉｔｒｏ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ｆｒｏｍ 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ｙｄｉｆｏｒｍｙｌ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

［Ｊ］．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０，２０（４）：５５６－５５９．

［１３］徐永江．六硝基六氮杂异伍兹烷的合成、转晶及性能研究［Ｄ］．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２０００．

ＸＵ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ｒｙｓ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ｅｘａｎｉｔｒｏ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

（下转３５１页）

８４３ 第 １４卷　　　　　　　　　　　　　　　　　　　 　含　　能　　材　　料



参考文献：

［１］ＲｅｄｄｙＤａｍａｖａｒｐｕ，ＫｅｅｒｔｉＪａｙａｓｕｒｉｙａ，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ｏｆｆ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ｅｔａｌ．２，

４Ｄｉ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ａ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ｍａｄｅｂ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ｌｔｅｎ１，４ｄｉ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Ｐ］．ＵＳＰ

５３８７２９７，１９９５．

［２］刘慧君，曹端林，李永祥，等．２，４ＤＮＩ的研究进展［Ｊ］．含能材

料，２００５，１５（４）：２６９－２７２．

ＬＩＵＨｕｉｊｕｎ，ＣＡＯＤｕａｎｌｉｎ，ＬＩ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２，４

Ｄｉ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Ｈａｎｎｅｎｇ

Ｃａｉｌｉａｏ），２００５，１３（４）：２６９－２７２．

［３］刘慧君，杨林，曹端林．由 １，４ＤＮＩ热重排制备 ２，４ＤＮＩ的研究

［Ｊ］．含能材料，２００５，１３（３）：１４１－１４３．

ＬＩＵＨｕｉｊｕｎ，ＹＡＮＧＬｉｎ，ＣＡＯＤｕａｎｌｉ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２，４ｄｉｎｉｔｒｏｉ

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ｂ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１，４ＤＮＩ［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ＨａｎｎｅｎｇＣａｉｌｉａｏ），２００５，１３（４）：１４１－１４３．

［４］ＢｒａｃｕｔｉＡ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ｅｗ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ｏｘｉｄｉｚｅｒ

４，５ｄｉ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４５ＤＮ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

ｒａｐｈｙ，１９９８，２８（５）：３６７－３７１．

［５］ＪｉｎＲａｉＣｈｏ，ＳｏｏＧｙｅｏｎｇＣｈｏ，ＫｗａｎｇＪｏｏＫｉｍ，ｅｔａｌ．Ａ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ｏｆ

ｎｅｗ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ｈｉｇｈ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ＭＴＮＩ［Ａ］．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Ｍｕ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ｎ

ｇ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Ｃ］，Ｅｎｓｃｈｅｄｅ，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２０００，３９３－４００．

［６］ＮｏｖｉｋｏｖＳＳ，Ｋｈｍｅｌ′ｎｉｔｓｋｉｉＬＩ，ＮｏｖｉｋｏｖａＴＳ，ｅｔａｌ．Ｄｉ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ｄｅ

ａｎ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Ｊ］．Ｃｈｅｍ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Ｃｏｍｐｄ（ＥｎｇｌＴｒａｎｓｌ），１９７９，

６：６１４．

［７］ＭＲｏｓｓＧｒｉｍｍｅｔｔ，ＳｉｏＴｉｏｋＨｕａ，ＫｕｅｉＣｈｏ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４Ｄｉｎｉ

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ａｎ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Ｊ］．ＡｕｓｔＪＣｈｅｍ，１９８９．４２（８）：１２８１－１２８９．

［８］ＡＧｒｉｍｉｓｏｎ，ＪＨＲｉｂｂ，ＢＶＳｍｉｔｈ．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Ｎ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ｉｎ

ｇｌｙｏｘａｌ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ｏｔｏｔｒｏｐｉｃ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ｉｎ

ｖｏｌｖｉｎｇ４（５）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ｏｘａｌｉｎｅ［Ｊ］．ＪＣｈｅｍＳｏｃ，１９６０（１）：１３５２－１３５６．

［９］周政，邢其毅，斐伟伟，等编．基础有机化学（第二版）［Ｍ］．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８８８．

ＺＨＯＵ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ＧＱｉｙｉ，ＦＥＩＷｅｉｗｅｉ，ｅｔａｌ．Ｂａｓ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ｓｅｃｏ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８８８．

Ｐｒｅｐ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４，５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

ＹＡＮＧＧｕｏｃｈｅｎ１，ＬＩＵＨｕｉｊｕｎ１，ＣＡＯＤｕａｎＬｉ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ｘｉＤａ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ｔｏｎｇ０３７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Ｎｏｒ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０３００５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４，５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ｗｉｔｈｙｉｅｌｄｏｆ８９．４％ ｗａ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ｅｄｉｓｕｌｆｕｒｉｃ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ｓａｌｔ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ｓｕｌｆ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ａｓｎｉｔｒａｔｅｄｂｙ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２０％）ａｎｄ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９８％）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２，ａｎｄｔｈｅｎｒｅａ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９８％）ａｔ９０－９５℃ ｆｏｒ５－５．５ｈ．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ａｔｅｒ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ｗａ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ｔ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ｌａｒ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ｔ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

ｉｓ１．６∶１，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９０－９５℃，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５－５．５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４，５ｎｉｔｒｏｉｍｉｄａｚｏｌｅ；ｎｉｔｒａｔｅ；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上接３４８页）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ＮＩＷ ｆｒｏｍＴＡＤＦＩＷ ｉｎ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

ＬＩＵＪｉｎｑｕａｎ，ＪＩＮＳｈａｏｈｕａ，ＳＨＵＱｉｎｇｈａｉ，ＬüＨｅ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γＨｅｘａｎｉｔｒｏ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ＨＮＩＷ）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８％ 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ｉｔｙｏｆ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

９９．４％ ｂｙ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ｔｒａａｃｅｔｙｄｉｆｏｒｍｙｌ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ＴＡＤＦＩＷ）ｉｎ８２．４８％ －８８．８９％ 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ｉｓ８６．６６％ ａｓ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ｉｓ９４．０％ 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ｉｔｙｉｓ９９．５１％．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ｍｐｕｒｉｔｙｐｅｎｔａｎｉ

ｔｒｏｍｏｎｏａｃｅｔｙｌ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ＰＮＭＡＩＷ）ｉｎＨＮＩＷ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ｓｅｐｅ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ａｉｎｉｍｐｕｒｉｔｙｐｅｎｔａｎｉｔｒｏｍｏｎｏｆｏｒｍｙｌｈｅｘａａｚａｉｓｏｗｕｒｔｚｉｔａｎｅ（ＰＮＭＦＩＷ）ｉｎＨＮＩＷ ｆｒｏｍ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ＤＦＩＷ ｉｎｔｈ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ｏｆ

ｎｉ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ｓｕｌｆ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Ｉ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ｏｓｅｎｉｔｒａ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ＨＮＩＷ；ＴＡＤＦＩＷ；ｎ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１５３第 ５期　　　　　　　　　　　　　　　　　　杨国臣等：４，５二硝基咪唑的制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