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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能材料:火药、炸药和烟火药》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含能材料（炸药、火药、烟火药）的历史、现状
和未来发展，重点内容有：近80种（含近年出现的）单体炸药的合成、性能及应用，混合炸药的配方
、性能及加工工艺，火药（推进剂及发射药）用高性能和生态友好氧化剂、新型粘结剂、增塑剂及其
他关键性添加剂，纳米含能材料和含能材料安全等。
全书汇总了近50年的文献资料及作者本人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最新含能材料专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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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FAE最重要的一个燃料是EO，且已证实它是FAE最佳的燃料之一。
EO的爆炸范围宽、沸点低（10.5℃），这有助于它在常温下可很快蒸发，并与空气形成可爆轰的气溶
胶。
但EO在储存时有聚合的倾向，因而缩短了EO基武器的适用期及性能。
Agrawal等研究了EO的聚合现象，以及温度及构成武器的材料对EO聚合的影响，还有加入已知的抗氧
剂以延缓EO聚合的作用等。
抗氧剂能延缓EO的聚合，提高EO的适用期，但不能满足武器服役的要求，不能将武器的适用期提高
至至少应为10年。
美国已研制了EO为燃料的FAE武器。
在海湾战争中，大规模地使用了FAE武器。
 当代需要的炸药，不仅能量应超过常用的硝胺（RDX、HMX），同时还应处理安全，与武器构筑材
料相容，对撞击、摩擦及冲击不敏感。
FAE能满足上述要求，它们对毁损软目标（如轻型车辆、坦克、战壕、仓库、反坦克雷等）非常有效
。
FAE用的燃料主要取决于实战要求。
一般而言，燃料必须在空气中有宽的爆炸极限，爆轰感度高，且具有足够的毁伤力及良好的储存安定
性。
EO在美国最初用于FAE武器，后来为P0所代替，以克服与储存有关的问题。
含20％硝酸正丙酯的庚烷能与空气形成可爆轰的混合物，且爆炸浓度宽。
与PO比较，可覆盖更大的破坏范围。
上述混合物具有更大的燃烧热和更高的爆破效果。
硝酸正丙酯与庚烷的混合物被认为是未来FAE弹药的燃料之一。
 当前，FAE的爆炸分两步得到：第一步是将燃料分散于空气中形成燃料一空气云雾；第二步是后者的
爆轰。
现在FAE的研究重点之一是简化其爆炸过程，即除去第二步，其方法是可将燃料及引发化学品（催化
剂）同时分散形成蒸气云雾，而催化剂能与燃料或空气中的氧反应产生游离基，后者即可引发混合物
爆炸。
有些研究者，在简化FAE爆轰过程方面取得了成功。
例如，将其他的自燃燃料（如二甲基锌等）注入等摩尔的氧一乙炔中，此混合物即可被引爆。
关于取得这方面更详细的定性/定量结构的研究工作正进行中。
 自1960年以来，美国即开始了FAE的研究，并已研发了一系列FAE基武器，例如，500磅CBU一558集束
炸弹和用于矿山破裂的SLUFAE火箭系统。
美国的研究还包括FAE在高地及水下的应用，如反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及用FAE武器取代核弹头等。
FAE还已用于小型核武器的模拟爆破。
尽管苏联报道过，他们拥有大规模的FAE武器库，但公开资料中未见有关信息。
有报道推测，俄罗斯人在研发了超过14种FAE武器后，正在研制第三代FAE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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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能材料:火药、炸药和烟火药》可供含能材料专业从事科研、生产、教学、管理、物流的技术人员
使用，也可作为专业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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