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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第二届国际民用爆破器材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中国民用爆破器材学会、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工业民用爆破器材研究所主办的第二

届国际民用爆破器材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南京召开。本次会议得到了国内外科研院所及
企业界的高度重视，来自美国、捷克、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等国，以及国内南理工、北

理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院校、研究院所及民爆企业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企业决策者参加了会

议。会议收到论文近百篇。多家企业进行场外展板宣传。

会议以基本理论、工业炸药、工业雷管和爆破材料、安全工程为主题，涉及民用炸药基础理论、

生产制造、工艺技术、分析检测、性能应用及安全等内容。我国知名炸药专家吕春绪教授做了＂国
内外民用炸药发展现状分析＂的报告，综述了国内外在民用炸药领域和爆破器材领域的发展，指
出：近年来国内民用炸药在种类、技术、理论与应用方面发展迅速，民用炸药品种达数十种，年产量

达２４０万吨，其中乳化炸药和铵油炸药的比例不断上升；无 ＴＮＴ粉体炸药成为民用炸药发展的一
个主要方向，性能稳定、分子结构适宜的乳化剂开发，新分析和测试技术均成为民用炸药发展的重

要内容。日本 Ｏｇａｗａ教授、捷克 Ｚｅｍａｎ教授等２０余位学者也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反映了当前国内外民用炸药及爆破器材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研究

与应用是民用炸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传统民用炸药中引入碳纳米管、纳米 Ａｌ粉、超细粉体等
新材料、民用炸药的绿色合成化学方法、硝化新技术的应用等。会议起到了交流、沟通、共享的目的。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曾贵玉供稿）

４８４ 第 １４卷　　　　　　　　　　　　　　　　　　　 　含　　能　　材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