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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甲基紫试验和化学分析法得出了双基推进剂改铝铅在 90 ℃、85 ℃的老化时间、未老化试样的标准甲

基紫变色时间、至爆时间 ,以及推进剂改铝铅中安定剂含量在 85 ℃下老化时间的变化. 结果表明 ,甲基紫变色时

间未随试样老化时间发生规律变化 ,试样安定剂含量低于临界点而甲基紫变色时间依然大于 40 min ,试样连续加

热 5 h 未至爆. 因此 ,不能将甲基紫变色时间和至爆时间作为评价双基推进剂改铝铅安全贮存寿命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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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基紫试验具有快速、简便等特点 ,是北约成员国常

用的发射药安定性检测方法. 在我国的军工生产中 ,甲基

紫试验也经常被用于新产品交验时的安定性检测中 ,若产

品 40 min 不变色、5 h 不爆炸即认为合格 [1 ] .

改性双基推进剂改铝铅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改性

双基药 ,是介于双基推进剂和复合推进剂间的一类推进

剂[2 ] .由于新型双基推进剂改铝铅配方中加入了作为弹道

调节剂的鞣酸铅 ,故在其安定性中增添了不确定性因

素[3 ] ;同时 ,工厂在检验推进剂改铝铅的安定性时一般采

用维也里试验 ,此种方法周期长、耗费多 ,在部队并不适

用. 因此 ,在贮存过程中 ,甲基紫变色时间和至爆时间是否

随贮存时间发生规律变化 ,能否用其作为改铝铅安定性评

价指标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1 　试验

1. 1 　试样

采用双基改性推进剂改铝铅进行试验.

1. 2 　试验条件

实验仪器 :DU - 65 型加速寿命试验箱 [4 ] ,VDY- 001 甲

基紫试验仪[6 ] ,Agilent 6890N 气相色谱仪[7 ] ,以及与试验相

关的玻璃仪器.

试验温度 :加速寿命试验采用 85 ℃和 90 ℃两种 ,甲基

紫试验温度采用 120 ℃.

老化方式 :半密闭.

1. 3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见表 1、表 2. 表中 , tage表示双基推进剂改铝

铅的老化时间 ; tcch表示未老化试样的标准甲基紫变色时

间 ; texp表示至爆时间 ; sct 表示推进剂改铝铅中安定剂的含

量.

2 　试验数据分析与讨论

　　1) 从表 1、表 2 试验数据可以看出 ,未经老化的试样甲

基紫变色时间小于 40 min ,理论上已经是危险品. 同时 ,随

着老化时间的延长 ,甲基紫变色时间也在变长 ,老化 3 天以

后的试样甲基紫试纸变色并不明显. 试验数据反映出试样

随贮存时间的延长其甲基紫变色时间反而变长 ,这与推进

剂的贮存规律相违背. 究其原因是因为双基推进剂改铝铅

中添加了作为弹道节剂的鞣酸铅. 由于其酸性物质的特

性 ,使得试样在加热初始阶段硝化棉加速分解 ,产生一定

量的氮氧化物 ,此时中定剂未能及时充分发挥作用 ,因而

原样在加热很短时间内就使得甲基紫试纸完全变为橙色.

这也就是假棕烟现象造成其安定性变坏的假象.

2) 从表 1、表 2 的试验数据还可以看出 ,试样老化一段

时间后 ,随着中定剂的充分发挥作用 ,甲基紫变色时间逐

渐变长. 随着老化时间的延长 ,甲基紫变色不明显 ,不能够

反映出试样的化学安定性随贮存时间的变化规律.

3) 从表 2 试验数据可以看出 ,对推进剂改铝铅来说 ,

当安定剂含量达到临界点时 (双基药为 0. 5) ,甲基紫变色

时间依然大于 40 min ,因此不能把甲基紫的变色时间作为

判定推进剂改铝铅安定性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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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0 ℃老化双基推进剂改铝铅甲基紫实验数据

tage/ d 0 1 2 3 6 10 15 20 30

tcch/ min 32 38 45 49 51 51 51 51 51

texp / min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表 2 　85 ℃老化双基推进剂改铝铅甲基紫实验

和安定剂含量数据

tage/ d 0 3 7 14 25

tcch/ min 32 50 51 51 51

texp/ min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未爆

sct/ % 1. 02 0. 18 0. 09 未测得 未测得

3 　结论

　　对双基推进剂改铝铅而言 ,甲基紫试纸变色时间并不

能够体现其化学安定性随贮存时间的变化规律. 而所有试

样加热 5h 也均未至爆 ,因此不能用甲基紫试验来作为推进

剂改铝铅贮存安全性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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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防空武器系统保障性的评价过程中 ,指标体系的选

取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中针对防空武器系统特点所选取的

指标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同时 ,建立的防空武器

系统保障性评估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经理论分析与实例计

算结果证明也是可行的 ,可为防空武器系统的研制、改进

和采购等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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