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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液体推进剂》是一本综合性阐述液体推进剂的专业性图书。
　　全书共分21章，包括基础部分、应用部分和展望部分。
基础部分阐述了液体推进剂的定义和分类、发展历程和应用状况，以及技术指标和基本性能。
应用部分详细介绍了红烟硝酸、四氧化二氮、绿色四氧化二氮、液氧、过氧化氢、烃类燃料、吸气式
发动机燃料、酒精、液氢、无水肼、肼-70、单推-3、偏二甲肼、甲基肼、混胺-50、鱼推-3、硝酸异丙
酯共17种液体推进剂以及氮气、氦气等增压气体。
展望部分对液体推进剂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适合于液体推进剂和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
液体火箭总体设计和地面设备设计人员以及航天系统各级管理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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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液氧的泄漏可以形成有潜在危险的高浓度氧气。
在液氧转注操作过程中尤其是当液氧进入温暖的系统时，由于液氧的汽化，可以形成大量的氧气。
在封闭场地内，由于静电、电火花或火源，会引起氧气和燃料蒸气的混合物发生爆炸。
 当液氧积存在封闭的系统中，而又不能保温，则可能发生压力破坏。
温度升高到-118.4℃而又不增加压力，则液氧不能维持液体状态，若泄压不及时，会导致物理性爆炸
。
如液氧积存在两个阀门之间，可导致管路的猛烈破坏。
如果氧气不泄出或压力不能适当排除，当冷冻失效时，将导致贮箱的破坏。
真空夹套贮箱中的真空失效，如果系统不能承受额外的负载，则会引起蒸发加速和排空系统的破坏。
 7.5.2 防火防爆措施 7.5.2.1 防止易燃、易爆系统的形成 防止可燃物质、液氧（或氧气）、引火源同时
存在；防止液氧泄露形成富氧环境；防止可燃物与液氧接触或是防止可燃物与氧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
需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密闭，避免液氧泄漏。
 2）加强机械通风，防止氧气积存。
 3）清除易燃物。
 液氧库内外10 m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质。
在液氧运输容器和管道周围禁止存放酒精、汽油、煤油、棉纱等易燃物以及乙炔、甲烷等易燃气体。
 7.5.2.2 消除、控制引火源 为预防火灾及爆炸，对引火源进行控制是消除燃烧三要素同时存在的一个重
要措施。
引起液氧火灾爆炸事故的引火源主要有明火、高温表面、摩擦和撞击、化学反应、电气火花、静电火
花和雷击等。
 7.5.2.3 灭火措施 控制液氧引起的火灾的方法，应根据火灾的类型和现场环境来决定：若火灾是由于液
氧流到木头、纸、废物或其他有机物上而引起的，首先应阻止液氧的继续流动，并尽快用干粉、二氧
化碳和泡沫灭火剂灭火；若火灾是由于液氧流到大量燃料中引起时，必须阻止液氧流动并尽快灭火，
反之，若是燃料流到大量液氧中，则阻止燃料流动；若燃料和液氧接触混合后还没有燃烧，则将场地
与火源隔绝，尽快撤出操作人员，让液氧蒸发掉；若大量液氧与水溶性的燃料发生燃烧，则用水稀释
燃料进行灭火。
必须特别注意，液氧和燃料的混合物存在着严重的爆轰危险，救火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液氧操作现场或与液氧接触的所有电气设备必须禁油。
 7.6 材料相容性 选择与液氧相容的材料，必须考虑材料低温时的物理性质以及材料和液氧之间的反应
性。
材料要有承受应力集中的能力，特别要关注材料对温度的变化。
 7.6.1 金属材料 金属与氧接触，一般具有化学稳定性，液氧对铜，铝，不锈钢等不产生作用，但与普
通结构钢、铸铁等接触时，会使这些金属变脆。
 在液氧贮存设备或试验设备中应避免采用钛合金，因为钛合金在氧环境中对冲击很敏感，钛合金
在100％氧环境中，即使压力很低，也很容易着火和燃烧。
 7.6.2 非金属材料 由于液氧的强氧化性和低温性质，在气氧和液氧系统中推荐使用的非金属材料有：
聚四氟乙烯（加填料或不加填料的）、聚三氟氯乙烯、偏氟乙烯与六氯丙烯的共聚物，石棉、特殊硅
橡胶等。
 石墨浸渍的环氧树脂（或酚醛树脂、或磷酸镁）、全氟聚氨酯、氮化硅陶瓷、高温石墨、氮化硼等物
质，对冲击不敏感。
 7.6.3 润滑油 液氧是极强的氧化剂，不能使用石油基的润滑剂。
可以使用特殊的润滑剂，如氟碳润滑剂或全氟化碳润滑油。
 7.7 毒性、急救和防护 7.7.1 毒性 氧气和液氧均无毒，而且还是维持动物生命的重要气体，对环境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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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污染。
但人在纯氧和缺氧（少于16％）条件下长期生存，也会引起病变。
 常压下，大白鼠在80％氧气中生活4 d，开始陆续死亡；兔的视细胞全部损毁；在纯氧中，兔48 h视细
胞全部损毁，狗60 h有死亡，猴3 d出现呼吸困难，6～9 d死亡。
 液氧喷溅到皮肤表面可引起低温冻伤。
 7.7.2 急救 氧气的主要危害在于着火爆炸和液氧的低温冻伤。
事故发生后人员要迅速撤离。
将受伤人员立即送医院进行救治。
 如发生冻伤，将患部浸泡于38～42℃的温水中复温。
 7.7.3 防护 1）液氧操作人员应使用毛皮或石棉手套，穿皮制高统靴和长统胶靴，戴面罩、防酸性护目
镜，并穿着绝缘性良好和不渗透的防护服。
 2）不要在氧浓度超过40％的环境中工作，若需在高浓度环境下抢险作业时，需佩戴空气呼吸器。
 3）防止液氧喷溅到皮肤表面引起低温冻伤。
 7.8 贮存、运输和转注 7.8.1 贮存 液氧是一种低温推进剂，在贮存过程中始终有蒸发损失，即使贮箱的
绝热性能非常良好，也只能短期贮存。
 7.8.1.1 贮存场地 1）贮存场地必须清除油脂类及其他可燃物质，并严禁明火。
 2）液氧贮存量达到200 t时，即属于重大危险源。
液氧贮存质量与安全距离的关系见第3章。
 3）贮存场地应按照GB 2894—2008《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的规定设置安全标志。
 4）液氧贮存场地应通风良好，室内贮存应加强机械通风。
 5）贮存场地应提供充足水源，以用于灭火及场地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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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液体推进剂》是一本综合性阐述液体推进剂的专业性图书。
还适合于液体推进剂和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液体火
箭总体设计和地面设备设计人员以及航天系统各级管理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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