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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能材料热分析专家———胡荣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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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能材料热分析专家———胡荣祖教授

胡荣祖教授，博士生导师，含能材料（ＥＭ）热化学热分析（ＴＣＴＡ）专家。１９３８年，出生在

江苏无锡一户普通人家。１９５２年，从无锡农村修业小学毕业考入无锡市第二中学，１９５５年考

入无锡市第一中学，连续６年获乙等助学金资助，相继修完初、高中全部课程。１９５８年，考入

浙江大学，获甲等助学金资助，在玉泉校区主修大学数理化基础，在之江校区主修火箭含能材

料学和燃烧反应动力学，师从工程力学系主任留苏副博士朱自强教授，完成毕业论文《肼氧混

气热自燃条件的理论探讨》（浙江大学学报，１９６３，（３）：９３－１０２）。１９６３年，从工程力学系毕

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从浙江大学到三机部第三研究所（现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ＸＭＣＲＩ））进

组建中的 ＴＣＴＡ实验室师从留苏副博士松全才教授，投身有 １４２任务背景的 ＥＭ热性能测试

方法与建立研究，开始了他在 ＥＭ ＴＣＴＡ学科领域的应用科学研究生涯。

胡荣祖教授潜心 ＥＭ ＴＣＴＡ研究４８年。历任《国际热分析与量热学协会（ＴＣＴＡＣ）》理事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中国化学会化学热力学与热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美国科学促进会

（ＡＡＡＳ）成员，《Ｊ．Ｔｈｅｒｍ．Ａｎａｌ．》、《Ｊ．Ｔｈｅｒｍ．Ａｎａｌ．Ｃａｌ．》中国区编委，《含能材料》编委，陕

西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陕西省物理化学专业委员会成员，陕西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

评审委员会委员，２０４研究所学位委员会、火炸药燃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

２０４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分析专业组组长，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化学系兼职

教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南化工材料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胡荣祖教授主持 ＥＭ ＴＣＴＡ研究课题 ２０余项，他和同事提出：推断最概然机理函数的

ＺｈａｎｇＨｕＹａｎｇＬｉ法；估算动力学参数 Ｅ、Ａ和确定最概然机理函数的 ＨｕＧａｏＺｈａｎｇ积分

方程；热分解反应诱导温度和诱导时间的关系式；满足 Ｓｅｍｅｎｏｖ方程和 Ｂｅｒｔｈｅｌｏｔ方程的等寿

命方程；基于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公式、Ｋｏｏｉｊ公式、ｖａｎ′Ｈｏｆｆ公式从等温和非等温数据计算表观活化能

Ｅα的非线性等转化率微、积分方程及其数值方法；经验级数自催化分解反应动力学参数数值

模拟法；热分析动力学参数计算机程序系统；基于非等温动力学方程估算 Ｔｂ的系列数学模

型；估算绝热、近似绝热体系及一级和经验级数自催化放热体系 ｄＴ
ｄ( )ｔＴｂ

值的数学模型及它们

的数值计算法；用温度至爆时间关系数据预估 Ｔｂ的数值方法；恒速降温条件下凝固／结晶过

程的动力学参数计算法；无限稀释法确定 ΔｓｏｌＨ
θ
ｍ 的技术途径；Ｙ归属稀土元素组的佐证事

１４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含能材料 ２０１１年　第１９卷　第２期　（２４１－２４２）



含能材料热分析专家———胡荣祖教授

实；估算正负离子标准水合焓，ＮＴＯ负一价离子水合焓 ΔｈＨ
θ
ｍ（ＮＴＯ

－）、水合 Ｇｉｂｂｓ自由能

ΔｈＧ
θ
ｍ（ＮＴＯ

－，ｇ）和水合熵变 ΔｈＳ
θ
ｍ（ＮＴＯ

－，ｇ），及体系［Ｍｎ＋（ｇ）＋ｎＮＴＯ－（ｇ）＋ｍＨ２Ｏ（ｇ）］

水合过程的 ΔｈＨ
θ
ｍ 的方法和技术途径；考察稀释结晶过程和生成反应过程的专用实验装置；

描述稀释结晶生长过程动力学的数学模型；计算稀释结晶生长动力学参量和热力学参数的研

究方法；热流曲线基线位移校正公式；ＥＭｓ熔化过程终温（Ｔｆ）和仪器热阻（Ｒ０）、灵敏度（Ｓ）及

热滞后温度（Ｔｉｄ）的计算法；微热量计测 Ｃｐ的双重比较法；用 Ｐｅｌｔｉｅｒ效应和 Ｊｏｕｌｅ效应测定

ＥＭｓλ的补偿法和计算式；测 λ的非补偿法和计算 λ的数学模型。

在 ＥＭ热性能检测方法、ＮＴＯ盐化学、国军标制定、热分析动力学、热物性、安定性、相容

性、安全性、热爆炸等领域，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１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 ４

项、三等奖６项。１９９３年，获光华科技基金奖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编：《热分析动力

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热分析动力学》（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参编：

《兵器工业技术词典》火药与炸药，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１；《含能材料热谱集》，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组织、承办中国化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热分析动力学会议，中国化学会第七届全国

ＳＴＴＴ学术会议和中国化学会全国热分析动力学和热动力学研讨会，应邀以客座编辑和学术编

辑身份与同行一起，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出版会议专集：（１）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ｔｈｅ７ｔｈ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Ｔｈｅｒｍ．Ａｎａｌ．，１９９５，４５（１－２）：１－３３３．（２）９ｔｈ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Ｔｈｅｒｍ．Ａｎａｌ．Ｃａｌ．，１９９９，５８（２）：２４１－４９３．

（３）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ｐｅ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３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Ｊｏｉｎｔ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ｉｍ．Ａｃｔａ，２００４，４１６（１－２）：１－１４６．及热分析动力学与热动力学，西安：陕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３４６。

合作发表 ＳＣＩ学术论文１５７篇，ＳＣＩＥ论文３０篇，核心 ＥＩ收录论文３５篇。制定国家军用

标准６项：ＧＪＢ７７２Ａ－９７方法４０３．３；４０６．１；４１０．２；５０２．１；５０２．２；５０５．１。培养硕、博士

研究生１０名，为我国 ＥＭＴＣＴＡ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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