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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焰剂对硝胺推进剂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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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外加方式在造粒浇铸工艺推进剂中添加了四种传统消焰剂（ＬｉＦ、ＫＡ、Ｃ４Ｏ６Ｈ４Ｋ２和 ＫＤ），研究了消焰剂对推进剂燃烧性
能和特征信号的影响。通过发动机实验研究发现，消焰剂 ＫＡ和 ＫＤ可以有效抑制推进剂的二次燃烧，发动机喷焰面积减少 ８０％以
上，推进剂的燃速随其含量的增加而增加；测试特征信号结果发现粒铸推进剂的红外和可见光透过率稍有降低、激光透过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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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２０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电子
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使传统导弹武器的生存能力和突

防能力受到了极大威胁，现代战争对导弹隐身技术和

精确制导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固体火箭推进剂在

发动机中燃烧时，排出的气体中含有大量 ＣＯ、Ｈ２等
可燃性气体，这些气体在喷管排出面下游可以与空气

中的氧混合重新燃烧，羽流发射出明亮的可见光辐射

和强烈的红外及紫外光辐射，此现象就是所谓的“二

次燃烧”，亦称之为羽流的“后燃”
［１－４］

。二次燃烧的

产生对火箭的发动机的推力毫无作用，反而使导弹的

发射位置和运行轨迹很容易暴露在敌方的探测器上，

影响了战略导弹的突防能力和战术导弹的生存能力；

同时二次燃烧羽焰可以形成高温、高速的等离子非均

匀流场，能对通过其中的红外线、激光、电磁波等产生

严重地衰减，影响由红外线、激光、电磁波制导的导弹

的命中精度；对于机载的火箭或导弹，二次燃烧产生

的强烈明亮的可见光，很容易造成驾驶员短暂的视力

障碍
［５－７］

。因此，抑制二次燃烧对实现推进剂排气羽

流的低特征信号有着重要意义。

　　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都相
继开展了低特征信号推进剂的研究。如美国在海湾战

争中使用的“哈姆”导弹、“响尾蛇”导弹已经消除了

７０％的烟雾，英国声称已经解决无烟、无焰推进剂的

技术问题，可使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红外、紫外、可见光

辐射减少 ９０％以上，激光透过率提高 ２７％，微波衰减
降至０，海标枪舰舰导弹助推器使用了改性浇铸双基
推进剂，提高了能量，抑制了二次燃烧，有效降低了红

外信号；我国也开展了改性双基推进剂燃气二次燃烧

抑制方法和抑制机理的研究，找到了几种二次燃烧抑

制剂，这些抑制剂大多是不含能的无机或有机钾盐，通

过Ｋ＋的介入达到中断二次燃烧的链式反应，但国内所
研究的含消焰剂推进剂都是采用配浆浇铸工艺或螺压

工艺制备的，其消焰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没有运用到

型号武器中
［８－１０］

。本课题则主要通过粒铸工艺研究

消焰剂对推进剂燃烧性能和特征信号的影响。

２　实　验

２．１　配方的选择
　　选用工艺成熟的粒铸硝胺改性双基推进剂配方作
为基础配方，配方组成：双基粘合剂（ＮＣ＋ＮＧ）
（６０％），黑索今（３０％），燃烧催化剂（５％），安定剂
（３％），弹道改良剂（２％）等。
２．２　实验方法
　　消焰剂的筛选及加入方式：选用消焰剂 ＬｉＦ、无机

钾盐 ＫＡ、有机钾盐 Ｃ４Ｏ６Ｈ４Ｋ２以及有机钾盐 ＫＤ，采
用外加法加入到推进剂配方中。

　　样品制备：药粒准备→模具装配→药粒填装→浇
铸→固化→脱模→后处理。
　　燃速测定：将样品制备成 Φ５ｍｍ×１２０ｍｍ的
药条，采用靶线法在充氮调压式燃速仪中进行，测试前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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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聚乙烯醇对燃速药条进行六次包覆。

　　发动机试验：将样品制备成标准 Φ５０ｍｍ发动
机装药用药柱，用标准 Φ５０ｍｍ发动机在常温常压下
进行发动机实验并对发动机羽流录像。

　　发动机羽焰流场测试：在发动机试验现场对烟雾
进行直接测试，研究推进剂烟雾对不同波段信号的衰减

特性。所建立的烟雾测试系统见图１所示。测试系统
包括四个主要部分：实验发动机部分，包括发动机、推

进剂装药、压力测试系统；烟雾收集通道；衰减测试，包

括测试光源、测试传感器等；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图１　烟雾测试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ｍｏ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３．１　消焰剂对燃速的影响
　　在基础配方中加入 ＬｉＦ、ＫＡ、Ｃ４Ｏ６Ｈ４Ｋ２和 ＫＤ，加入

量为１．５％和２．０％，采用外加法，用粒铸工艺制备推进剂
样品，进行燃烧性能的测试。测试结果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表明，ＬｉＦ、ＫＡ、Ｃ４Ｏ６Ｈ４Ｋ２、ＫＤ加入后，推进剂
样品的燃速有所降低，燃速压力指数均增大。四种添加

剂的加入都破坏了基础配方的平台效应。文献［１１］分
析了破坏平台燃烧的原因，根据近年来建立的推进剂催

化燃烧模型及其理论 ，双基系平台推进剂燃烧时，铅

盐、铜盐和炭黑复合催化剂的分解产物在燃烧表面的附

近区域存在相互作用。其中，炭黑在燃烧表面形成炭骨

架，铅盐的最终产物在燃烧表面形成催化中心。而消焰

剂使作为催化中心载体的炭骨架消失从而使复合催化

剂的作用完全被破坏，平台被破坏
［１１］
。

　　由表２可以看出，随着 ＬｉＦ、ＫＡ的加入，推进剂的
燃速与基础配方相比有所增加；而 ＫＤ的加入，推进
剂的燃速在 ５～１０ＭＰａ时有所增加，２～４ＭＰａ时有
所下降；Ｃ４Ｏ６Ｈ４Ｋ２的加入，只有在１０ＭＰａ时推进剂
的燃速增加，２～６ＭＰａ时的燃速均下降。四种添加
剂的加入，推进剂的燃速压力指数均增加，分别为

０．３１、０．２４、０．２６和 ０．２９，燃烧时基本没有了平台效
应。由表１和表２还可以看出，随着添加剂含量的增
加，推进剂的燃速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压力指数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经分析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消

焰剂的颗粒较大，随着含量的增加，推进剂燃烧时的燃

面增加，导致推进剂燃速增加。

３．２　消焰剂对喷焰二次燃烧的影响
　　将上述四种消焰剂分别加入基础配方中并制成
Φ５０标准发动机装药柱，进行发动机实验，并对发动
机喷焰进行录像，观察消焰剂的效果，见图２～图４。

表１　１．５％消焰剂对基础配方燃烧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１．５％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２～１０

ｂｕ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ｍｍ·ｓ－１，２０℃
２ＭＰａ ３ＭＰａ ４ＭＰａ ５ＭＰａ ６ＭＰａ １０ＭＰａ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 － ０．１７ １０．６０ １１．８０ １２．２７ １２．８３ １３．１０ １３．８９
ＬＪＱ１ ＬｉＦ １．５ ０．２６ ８．８３ ９．５１ １０．３４ １１．０７ １１．６０ １３．５０
ＬＪＱ２ ＫＡ １．５ ０．３１ ８．８６ １０．３２ １１．２１ １１．９９ １２．５４ １４．６１
ＬＪＱ３ Ｃ４Ｏ６Ｈ４Ｋ２ １．５ ０．２９ ９．０８ １０．６６ １１．５６ １２．２８ １２．８２ １４．４４
ＬＪＱ４ ＫＤ １．５ ０．３６ ７．８８ ９．２１ １０．０５ １０．８１ １１．４２ １４．０８

表２　２．０％消焰剂对基础配方燃烧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２．０％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２～１０

ｂｕ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ｍｍ·ｓ－１，２０℃
２ＭＰａ ３ＭＰａ ４ＭＰａ ５ＭＰａ ６ＭＰａ １０ＭＰａ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 － ０．１７ １０．６０ １１．８０ １２．２７ １２．８３ １３．１０ １３．８９
ＹＺ１ ＬｉＦ ２．０ ０．３１ １０．１１ １１．８９ １３．０４ １３．８３ １４．６０ １６．６９
ＹＺ２ ＫＡ ２．０ ０．２４ １０．７６ １２．２９ １３．３９ １４．００ １４．４６ １５．７７
ＹＺ３ Ｃ４Ｏ６Ｈ４Ｋ２ ２．０ ０．２６ ９．３８ １０．６６ １１．５７ １２．２０ １２．７６ １４．２７
ＹＺ４ ＫＤ ２．０ ０．２９ ９．５７ １１．０６ １２．２１ １３．０５ １３．８１ １５．３８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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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是无消焰剂的粒铸推进剂基础配方羽流结
构，是典型的改性双基推进剂羽流结构，其火焰长度达

到１．９１ｍ，宽度 ０．１７４ｍ。图 ３是粒铸工艺下含
１．５％消焰剂推进剂的发动机喷焰图，图４是含２％消
焰剂的粒铸推进剂的发动机喷焰图。由图可以看出，

消焰剂 ＬｉＦ（图３ａ、图４ａ）、Ｃ４Ｏ６Ｈ４Ｋ２（图３ｃ、图４ｃ）的
加入使推进剂的二次燃烧火焰的直径明显的减小，火

焰的长度变短，火焰强度变弱，在发动机喷口处有效的

抑制了二次燃烧，但仍然有二次燃烧火焰；含消焰剂

ＫＡ、ＫＤ推进剂的发动机火焰（图 ３ｂ、图 ４ｂ和图 ３ｄ、
图４ｄ）呈间断性圆柱形燃烧状，其二次燃烧火焰基本
消失，含２．０％ＫＡ（图４ｂ）的火焰长度变为１．１７ｍ，宽

度 ０．０６９ｍ，含 ２．０％ＫＤ（图 ４ｄ）的火焰长度变为
０．８４ｍ，宽度０．０６６ｍ，ＫＤ的消焰效果最好，其发动
机喷焰面积减少８０％以上。文献［１０］研究了钾盐消焰
剂消焰机理，主要是通过 Ｋ＋与自由基 Ｈ·或 ＨＯ·结合
中断二次燃烧的链式反应，达到消除二次燃烧的目的。

图２　基础配方推进剂的发动机喷焰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ａｍ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ａ．ＬＪＱ１　　　　　　　　　　　　　　　　　　　　　ｂ．ＬＪＱ２

　　　　　　　　　　ｃ．ＬＪＱ３　　　　　　　　　　　　　　　　　　　　　ｄ．ＬＪＱ４
图３　含１．５％消焰剂推进剂的发动机喷焰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ａｍ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１．５％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ａ．ＹＺ１　　　　　　　　　　　　　　　　　　　　　ｂ．ＹＺ２

　　　　　　　　　　ｃ．ＹＺ３　　　　　　　　　　　　　　　　　　　　　ｄ．ＹＺ４
图４　含２％消焰剂推进剂的发动机喷焰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ａｍ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ｍ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ｆｏｒ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２９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２０１０（２９０－２９４） 含能材料 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ｒｇ．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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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消焰剂对基础配方特征信号的影响
　　测试添加１．５％和２．０％消焰剂的粒铸推进剂的红
外透过率、可见光透过率和激光透过率，结果见表３。

表３　１．５％和２．０％消焰剂对基础配方特征信号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１．５％ ａｎｄ２．０％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ｆｏｒ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ｉｔｅｍ
ＩＲ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ｌａｓｅｒ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９７．４ ９６．６ ７７．４
ＬＪＱ１ ９７．３ ９６．０ ９０．４
ＬＪＱ２ ９７．７ ９６．１ ８５．９
ＬＪＱ３ ９７．５ ９６．６ ８４．３
ＬＪＱ４ ９７．０ ９５．４ ８８．９
ＹＺ１ ９６．６ ９５．７ ８７．７
ＹＺ２ ９６．４ ９５．０ ８６．９
ＹＺ３ ９７．２ ９５．７ ８９．１
ＹＺ４ ９６．６ ９５．０ ８７．８

　　由表３可见，添加１．５％消焰剂后，对粒铸推进剂
羽流的红外透过率、可见光透过率的影响均不大；激光

透过率增加，增加最大的是配方 ＬＪＱ１（含 １．０％ＬｉＦ），
由基础配方的７７．４％增加为９０．４％，其它配方的激光
透过率增加后也几乎达到了８５％以上。添加２．０％消
焰剂后，推进剂的红外和可见光透过率均下降，下降幅

度不大；激光透过率增加，由基础配方的７７．４％增加到
了８３．６％以上，增加最大的是配方 ＹＺ３，为 ８９１％。
由表３还可以看出，随着消焰剂含量的增加，推进剂的
红外和可见光透过率均呈下降趋势。

　　由推进剂的羽流结构和特征信号测试结果可知，
消焰剂 ＫＡ和 ＫＤ的加入不但可以有效消除发动机的
二次燃烧，也可以使推进剂的激光透过率大幅度提高。

４　结　论

　　（１）传统消焰剂 ＬｉＦ、ＫＡ、Ｃ４Ｏ６Ｈ４Ｋ２和 ＫＤ可以

抑制硝胺改性双基推进剂的发动机喷焰的二次燃烧。

其中消焰剂 ＫＡ和 ＫＤ的加入对推进剂的二次燃烧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发动机喷焰面积减少 ８０％以上，ＫＤ
的消焰效果最好。

　　（２）四种消焰剂的加入，对推进剂的燃烧性能有一
定的影响，推进剂样品的燃速降低，燃速压力指数增加。

　　（３）四种消焰剂的加入使推进剂的红外和可见光都
有小幅下降，但使推进剂的激光透过率提高到８４％以上。
　　（４）除一些传统的消焰剂以外，寻找新型消焰剂
以及消除消焰剂对燃烧性能不利影响的方法，是低特

征信号推进剂研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１］李军强．硝胺改性双基推进剂消烟消焰技术研究［Ｄ］．西安：西
安近代化学研究所，２００５．
ＬＩ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ｍｏｋｅａｎｄｆｌａｍｅ
ｏｎＣＭＤＢ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ｓ［Ｄ］．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５．

［２］李军强，李笑江，覃光明，等．用添加剂抑制固体火箭发动机喷焰
二次燃烧的研究［Ｊ］．含能材料，２００４（增刊）：４２２－４２５．
ＬＩ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ＱＩ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ｆｔｅ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ｏｆｓｏｌ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ｍｏｔｏｒｅｘｈａｕｓｔ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Ｈａｎｎｅｎｇ
Ｃａｉｌｉａｏ），２００４（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４２２－４２５．

［３］李军强，李笑江，覃光明，等．降低固体火箭发动机喷焰微波衰减
的技术简述［Ｊ］．飞航导弹，２００４（５）：４０－４４．
ＬＩ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ＱＩＮ 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ｉｍｐｌｅｒｅｌａｔｅｏｆｒｅｄｕ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ｌｉｄｒｏｃｋｅｔ
ｍｏｔｏｒｅｘｈａｕｓｔ［Ｊ］．ＷｉｎｇｅｄＭｉｓｓｉｌ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４（５）：４０－４４．

［４］杨栋，李上文．固体火箭推进剂发动机排气二次燃烧的抑制技术
［Ｊ］．固体火箭技术，１９９２（２）：６－１３．
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ｇｗｅ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ｆｔｅｒ
ｂｕｒｎｉｎｇｏｎｓｏｌ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ｍｏｔｏｒｅｘｈａｕ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Ｒｏｃｋ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２）：６－１３．

［５］杨栋，李上文，袁宗汉．用添加剂减少固体火箭推进剂发动机排气
二次燃烧的研究［Ｊ］．固体火箭技术，１９９４（１）：８－１５．
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ｇｗｅｎ，ＹＵＡＮ Ｚｏｎｇｈ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ｆｔｅ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ｏｎｓｏｌ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ｍｏｔｏｒｅｘｈａｕｓｔｗｉｔｈａｄｄｉ
ｔｉｖ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１）：８－１５．

［６］张海燕．改性双基低特征信号推进剂研究进展［Ｊ］．固体火箭技
术，２０００，２３（２）：３６－３８．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ｌｏｗ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ｉｇｎａｌＣＭＤＢｐｒｏ
ｐｅｌｌａ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ｌｉｄＲｏｃｋ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３（２）：
３６－３８．

［７］庞爱民，吴京汉．先进的低特征信号推进剂研制［Ｊ］．现代防御技
术，２０００，２８（５）：２４－２８，５０．
ＰＡＮＧＡｉｍｉｎ，ＷＵＪｉｎｇｈ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ｏｗｓｉｇ
ｎ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ｓ［Ｊ］．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ｆ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８
（５）：２４－２８，５０．

［８］徐明海．新型消焰剂［Ｊ］．火炸药，１９８６（４）：１８－２１．
ＸＵＭｉｎｇｈａｉ．Ｎｅｗ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ｉｎｇｆｌａｍｅ［Ｊ］．Ｈｕｏｚｈａｙａｏ，１９８６
（４）：１８－２１．

［９］张端庆．固体火箭推进剂［Ｍ］．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Ｓｏｌｉｄ Ｒｏｃｋｅ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ｒｄｎａｎ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８．

［１０］杨栋．用添加剂减少固体火箭推进剂发动机排气二次燃烧的研
究［Ｄ］．西安：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１９９２．
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ｆｔｅ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ｏｎｓｏｌｉｄ
ｒｏｃｋｅｔｍｏｔｏｒｅｘｈａｕｓｔｗｉｔｈ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Ｄ］．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２．

［１１］杨栋，赵凤起，李上文，等．含消焰剂硝胺推进剂燃烧性能的调节
［Ｊ］．推进技术，２００４（２）：６８－７１．
Ｙ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ｑｉ，ＬＩＳｈａｎｇｗｅｎ，ｅｔａｌ．Ｂｕ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ｔｒａｍ ｉ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ｓｅ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ｓｗｉｔｈ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ｌａｍ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２）：６８－７１．

３９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含能材料 ２０１０年　第１８卷　第３期　（２９０－２９４）



李军强，李笑江，刘鹏，齐晓飞，刘芳莉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ｏｎＮｉｔｒａｍｉ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ａｓｅ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

ＬＩＪｕｎｑ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ｇ，ＬＩＵＰｅｎｇ，ＱＩＸｉａｏｆｅｉ，ＬＩＵＦａｎｇｌｉ
（Ｘｉ′ａ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ｏｕ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ＬｉＦ，ＫＡ，Ｃ４Ｏ６Ｈ４Ｋ２ａｎｄＫＤ）ｗｅｒ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ｉｎｇｒａｉｎｃａｓ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ａｎｄ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ｍｏｔ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ＫＡａｎｄＫＤ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ｆｔｅ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０％ ｆｌａｍｅａｒｅａｗｅ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Ｂｕ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ＩＲａｎｄｖｉｓｉｂｌｅ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ａｉｎｃａｓ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ｉ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ｌａｓｅｒ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ｓｏｌｉｄｐｒｏｐｅｌｌａｎｔ；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ｄｆｌａｍ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ａｆｔｅｒｂｕｒｎｉｎｇ；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ＬＣｎｕｍｂｅｒ：ＴＪ５５；Ｖ５１２；Ｏ６９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ｏｄｅ：Ａ ＤＯＩ：

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櫂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殗

殗殗

殗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９９４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２

读者·作者·编者

北京理工大学“ＧＴＸ起爆药技术”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５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北京理工大学“十一五”国防预研成果“ＧＴＸ起爆药技术”鉴

定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董海山院士任鉴定委员会主任，国家民用爆破器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蒋荣光研究员和兵

器工业安全技术研究所魏新熙研高工任副主任，来自火工品和民爆器材领域的科研和生产单位的 ３０多位专家和代表听取

了项目技术总结报告、委托检测报告、知识产权状况报告、查新报告、现场测试报告和用户使用情况报告，对该成果进行了

认真审查和评议，一致同意该成果通过鉴定。认为该项目发明了高能环保型 ＧＴＸ起爆药及其晶形控制工艺技术、形成了

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起爆药向安全环保发展的技术突破，研究成果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具有显著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北京理工大学　张同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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