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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胆状纳米 ＭｎＯ２的制备及其对ＣＬ２０
热分解性能的影响

刘健冰１，赵宁宁１，赵凤起２，宋纪蓉１，３，马海霞１

（１．西北大学化工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２．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燃烧与爆炸技术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３．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北京 １００００９）

摘　要：采用水热法合成海胆状纳米 ＭｎＯ２ 颗粒，用Ｘ射线粉末衍射（ＸＲ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及Ｘ射线能谱分析

（ＳＥＭＥＤＳ）对该 ＭｎＯ２ 颗粒进行物相组成及结构表征；用固体研磨法制备出质量比为１∶２、１∶５和１∶９的纳米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用差示扫描量热（ＤＳＣ）法考察了纳米 ＭｎＯ２ 对ＣＬ２０热分解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纳米

ＭｎＯ２ 的加入不会改变ＣＬ２０热分解过程的最可几机理函数；加入纳米 ＭｎＯ２ 后，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热分解峰

温明显降低；与ＣＬ２０相比，不同质量比的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表观活化能降低，表明海胆状纳米 ＭｎＯ２ 可以促进

ＣＬ２０的热分解。

关键词：物理化学；海胆状纳米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热分解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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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纳米金属氧化物具有粒径小、比表面积大、表

面活性中心多以及吸附能力强等诸多优点［１２］，将其

作为催化剂应用，具有很高的催化活性，近年来催

化剂纳米化已成为改善催化性能研究的热点之

一［３６］。过渡金属氧化物可以有效提高固体推进剂

的燃烧速率，对含能材料的热分解具有优异的催化

９１



 

 
 

 

 
 

 

 
 

 
 

 
 

《
火
炸
药
学
报
》

 

http://w
ww.hzyxb.cn 

 
 

 
 

 
 

 

 

 

火 炸 药 学 报 第３８卷第２期

作用［７９］。杨毅等［１０１１］研究了不同粒径Ｆｅ２Ｏ３ 对高

氯酸铵（ＡＰ）热分解峰温的影响；马振叶等
［１２１５］研究

了不同粒径Ｆｅ２Ｏ３ 对ＡＰ催化热分解的影响和ＡＰ

包覆在Ｆｅ２Ｏ３ 及过渡金属氧化物ＣｕＯ和Ｃｏ２Ｏ３ 表

面后的热分解过程；徐宏等［１６］研究了纳米Ｆｅ２Ｏ３ 对

吸收药（硝化棉吸收硝化甘油的混合物），热分解反

应的催化作用，并提出了该催化反应的机理。六硝

基六氮杂异伍兹烷（ＣＬ２０，ＨＮＩＷ）是一种新型高

能量密度化合物，安红梅等［１７１９］研究了ＣＬ２０作为

单元推进剂的燃烧性能，并研究了金属有机盐、金

属氧化物、炭黑等对ＣＬ２０热分解的影响，发现添

加剂对其分解过程产生影响。纳米 ＭｎＯ２ 作为过

渡金属氧化物及重要的无机功能材料，在催化、电

容和电极材料等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２０２２］。

本研究通过水热法制备了海胆状纳米 ＭｎＯ２，

采用研磨法制备出不同质量比的纳米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混合物，用差示扫描量热法（ＤＳＣ）研究了纳米

ＭｎＯ２ 对ＣＬ２０热分解性能的影响及其分解反应特

性，并计算了纳米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以及ＣＬ２０

热分解过程的反应动力学，为研究纳米 ＭｎＯ２ 对

ＣＬ２０燃烧性能的影响及探索ＣＬ２０在复合固体推

进剂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１　实　验

１．１　材料及仪器

硫酸锰（ＭｎＳＯ４·Ｈ２Ｏ，质量分数不小于９９．０％），

分析纯，天津永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过硫酸钠

（Ｎａ２Ｓ２Ｏ８，质量分数不小于９８．０％），分析纯，天津市盛

奥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浓硫酸（Ｈ２ＳＯ４，质量分数为

９５％～９８％），分析纯，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ＣＬ２０，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燃烧与爆炸技术重点实验室；实

验用水均为去离子水。

日本理学公司Ｄ／ＭＡＸ３Ｃ型粉晶衍射仪，Ｘ射

线源采用ＣｕＫα，波长为０．１５４０６ｎｍ，测角仪精度±

０．０２°，重现性±０．０３°（２θ），强度综合稳定度±０．５％；

美国ＦＥＩ公司Ｑｕａｎｔａ４００场发射环境扫描电子显微

镜，测试时设定高压为３０ｋＶ，电流为４Ａ；英国牛津

公司ＩＮＣＡＩＥ３５０能谱仪；美国ＴＡ 公司Ｑ２０００ＤＳＣ

型差示扫描量热仪，氮气流量为５０ｍＬ／ｍｉｎ，样品量

约为０．１０～０．１５ｍｇ，采用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０、１２．５

和１５．０℃／ｍｉｎ的升温速率从室温升至３００℃。

１．２　纳米 ＭｎＯ２ 的制备

匀速搅拌下将１．７２ｇ ＭｎＳＯ４·Ｈ２Ｏ 加入到

１９０ｍＬ（０．５ｍｏｌ／Ｌ）Ｎａ２Ｓ２Ｏ８ 溶液中，滴加１０ｍＬ浓

硫酸，继续搅拌１０ｍｉｎ至形成均相溶液，转入５０ｍＬ

水热釜，在１１０℃下反应１ｈ后取出水热釜，自然冷

却至室温。将沉淀物离心分离，分别用去离子水和

无水乙醇洗涤数次，将得到的沉淀物在８０℃下干

燥，备用。

１．３　纳米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制备

将纳米 ＭｎＯ２ 与ＣＬ２０按质量比为１∶２、１∶５

和１∶９研磨混合，得到３种纳米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

合物。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纳米 ＭｎＯ２ 的表征

２．１．１　ＸＲＤ图谱

用晶粉衍射仪表征纳米 ＭｎＯ２ 的晶相结构，结

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纳米 ＭｎＯ２ 的ＸＲＤ图谱

Ｆｉｇ．１　Ｘ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ＭｎＯ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由图１可看出，图谱中所有衍射峰均与 ＭｎＯ２

的标准ＸＲＤ卡片ＪＣＰＤＳＮｏ．３００８２０一致，证明所制

备的ＭｎＯ２ 属于六方晶系，空间群为Ｐ６３／ｍｍｃ（１９４），

晶胞系数为犪＝２．８?、犫＝２．８?和犮＝４．４５?，在２θ为

３７．１２０°、４２．４０１°、５６．０２７°和６６．７６１°处出现强的衍射

峰，对应于ＭｎＯ２的（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和（１１０）

晶面；衍射峰出现宽化现象，说明 ＭｎＯ２ 的晶粒较

小；在 ＸＲＤ图谱中未出现杂质峰，说明样品为

纯 ＭｎＯ２。

２．１．２　ＳＥＭＥＤＳ图谱

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纳米 ＭｎＯ２

的微观形貌，用能谱仪对ＥＤＳ微区进行了分析，结

果如图２和图３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制备的 ＭｎＯ２ 呈海胆状，直

径约为１．３μｍ，海胆球壳表面布满长短不一的纳米

棒，纳米棒直径约８０ｎｍ，颗粒之间有团聚现象。由

图３可以看出，样品中只含有 Ｍｎ、Ｏ两种元素，对

比ＸＲＤ图进一步说明制备的样品为 ＭｎＯ２，无其他

杂质。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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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纳米 ＭｎＯ２ 的ＳＥＭ照片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ＭｎＯ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图３　纳米 ＭｎＯ２ 的ＥＤＳ图谱

Ｆｉｇ．３　ＥＤＳ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ＭｎＯ２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２　纳米 ＭｎＯ２ 含量对ＣＬ２０热分解的影响

在１０℃／ｍｉｎ升温速率下纳米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

合物和纯ＣＬ２０的ＤＳＣ曲线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与ＣＬ２０在１０℃／ｍｉｎ升温

速率下的ＤＳＣ曲线

Ｆｉｇ．４　ＤＳ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ＭｎＯ２／ＣＬ２０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ｎｄ

ＣＬ２０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ｔａｈｅ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１０℃／ｍｉｎ

由图４可看出，在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中，

ＤＳＣ曲线上的热分解起始温度、峰温、终止温度向

低温方向移动，且都小于 ＣＬ２０。ＭｎＯ２ 与ＣＬ２０

质量比为１∶２、１∶５和１∶９时，其峰温相对于ＣＬ

２０分别降低了７．８７、７．６５和７．０５℃。这说明海胆

状纳米 ＭｎＯ２ 可以降低ＣＬ２０的热分解峰温，促进

ＣＬ２０的热分解。

２．３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热分解动力学

在升温速率为２．５、５．０、７．５、１０．０、１２．５和１５．０℃／

ｍｉｎ下，用差示扫描量热仪测试３种不同质量比的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和ＣＬ２０的热分解过程，以获

得其最可几机理函数及动力学参数。为得到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及ＣＬ２０热分解反应的非等

温动力学方程，利用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方程（式１）和Ｏｚａｗａ

方程（式２）计算得到热分解动力学表观活化能犈ａ

和表观指前因子犃。

ｌｎβ
犜２ｐ
＝ｌｎ

犃犚
犈
－
犈
犚犜ｐ

（１）

ｌｇβ＝
０．４５６７犈
犚犜

＝犆 （２）

将３种不同质量比的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和

ＣＬ２０在不同升温速率下ＤＳＣ曲线的温度犜与转

化率α，根据式（２）计算出分解反应的表观活化能犈ａ

随α的变化曲线，如图５所示。

图５　由Ｏｚａｗａ法得到的３种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混合物和ＣＬ２０的犈ａ－α曲线

Ｆｉｇ．５　犈ａ－α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ＣＬ２０ｂｙＯｚａｗａ′ｓｍｅｔｈｏｄ

从图５可以看出，当 ＭｎＯ２ 与ＣＬ２０的质量比

为１∶２、１∶５和１∶９时，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转

化率α分别为０．２２５～０．９５０、０．１００～０．９５０和

０．１００～０．９２５，其表观活化能随转化率的变化较

小。对于ＣＬ２０，当转化率在０．２５０～０．９７５时，其

表观活化能随转化率的变化较小，表明在此过程中

分解机理没有本质的改变，或者发生的转变可以忽

略不计。

由ＤＳＣ曲线得到不同升温速率下 ＭｎＯ２／ＣＬ

２０混合物和ＣＬ２０的起始温度（犜ｅ）和分解峰峰温

（犜ｐ）的动力学参数，见表１。从表中１可以看出，加

入 ＭｎＯ２ 后ＣＬ２０的热分解表观活化能犈ｏ 和犈ｋ

都降低，说明 ＭｎＯ２ 促进了ＣＬ２０的热分解。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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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用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和Ｏｚａｗａ法计算不同升温速率下的ＣＬ２０和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Ｌ２０ａｎｄｔｈｅＭｎＯ２／ＣＬ２０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Ｏｚａｗ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ｓ

样品
β／

（℃·ｍｉｎ－１）
犜ｅ／℃

犈ｏｅ／

（ｋＪ·ｍｏｌ－１）
狉ｏｅ 犜ｐ／℃

犈ｋ／

（ｋＪ·ｍｏｌ－１）
狉ｋ ｌｇ（犃ｋ／ｓ

－１）
犈ｏ／

（ｋＪ·ｍｏｌ－１）
狉ｏ

ＣＬ２０

２．５ ２２２．３６ ２３４．９６

５．０ ２３０．４０ ２４２．５２

７．５ ２３４．７７
１８３．３７ ０．９９８９

２４７．５０
１８７．６０ ０．９９８５ １６．８５ １８６．５９ ０．９９８６

１０．０ ２３８．０８ ２５０．４１

１２．５ ２４０．３７ ２５２．４６

１５．０ ２４１．８４ ２５５．７９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２）

２．５ ２１７．３３ ２２７．０９

５．０ ２２４．７１ ２３５．１７

７．５ ２２９．６２
１７０．５６ ０．９９８８

２３９．６７
１７９．７６ ０．９９９５ １６．３２ １７９．０１ ０．９９９５

１０．０ ２３３．８７ ２４２．５４

１２．５ ２３５．６０ ２４５．８０

１５．０ ２３７．８０ ２４７．８１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５）

２．５ ２１７．９６ ２２７．３４

５．０ ２２５．７９ ２３５．４１

７．５ ２３０．２８
１７３．５９ ０．９９９４

２４０．０４
１７９．１８ ０．９９９０ １６．２５ １７８．４７ ０．９９９１

１０．０ ２３４．２４ ２４２．７６

１２．５ ２３６．１７ ２４６．３８

１５．０ ２３８．３４ ２４７．９４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９）

２．５ ２１８．７５ ２２８．５２

５．０ ２２６．６８ ２３５．９６

７．５ ２３０．５８
１８２．８５ ０．９９９３

２４０．９７
１８６．３２ ０．９９９６ １６．９７ １８５．２７ ０．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２３３．６５ ２４３．６７

１２．５ ２３６．６５ ２４６．５５

１５．０ ２３８．２１ ２４８．４２

　　注：犜ｅ为起始温度；犈ｏｅ为不同犜ｅ下由Ｏｚａｗａ法计算的表观活化能；犜ｐ 为峰温；犈ｋ 为不同犜ｐ 下由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法计算的表

观活化能；犈ｏ为不同犜ｐ 下由Ｏｚａｗａ法计算的表观活化能；狉为线性相关系数。

　　最可几动力学机理函数的计算方程见式（３）～

（７）。

ＭａｃＣａｌｌｕｍＴａｎｎｅｒ方程：

ｌｇ［犌（α）］＝ｌｇ
犃犈

β（ ）犚 －０．４８２８犈
０．４３５７

－

０．４４９＋０．２１４犈
０．００１

１

犜
（３）

ＳａｔａｖａＳｅｓｔａｋ方程：

ｌｇ［犌（α）］＝ｌｇ
犃犈

β（ ）犚 －２．３１５－０．４５６７
犈
犚犜

（４）

Ａｇｒａｗａｌ方程：

ｌｎ
犌（α）

犜［ ］２ ＝ｌｎ
犃犚

β犈

１－２
犚犜（ ）犈

１－５
犚犜（ ）

熿

燀

燄

燅

烅

烄

烆

烍

烌

烎犈

－
犈
犚犜

（５）

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ｌ方程：

ｌｎ
犌（α）

犜［ ］２ ｌｎ
犃犚

β犈
１－
２犚犜（ ）［ ］犈

－
犈
犚犜

（６）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ｌ方程：

ｌｎ
犌（α）

犜－犜［ ］
０

＝ｌｎ
犃（ ）β －

犈ａ
犚犜

（７）

式中：犌（α）为积分机理函数；犜 为在狋时刻的温度

（℃）；犜ｐ为ＤＳＣ曲线中的峰温；α为转化率；β为升温

速率（℃／ｍｉｎ）；犚为摩尔气体常数（８．３１４Ｊ／（ｍｏｌ·

Ｋ））；犈为表观活化能（ｋＪ／ｍｏｌ）；犃为表观指前因子。

将３种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ＣＬ２０的犜－α

数据和４１种机理函数
［２３］分别代入式（３）～（７），运

用最小二乘法计算获得不同升温速率下的表观活

化能犈ａ和ｌｇ犃。根据单一非等温ＤＳＣ曲线所选机

理函数形式而得的犈ａ、ｌｇ犃 与用多重扫描速率法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法和Ｏｚａｗａ法）和等转化率法求得的值

基本一致的原则，经逻辑选择法选择，得 ＭｎＯ２／ＣＬ

２０混合物和 ＣＬ２０分解反应机理函数的动力学参

数，结果见表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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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８卷第２期　　　　　刘健冰，赵宁宁，赵凤起，等：海胆状纳米 ＭｎＯ２ 的制备及其对ＣＬ２０热分解性能的影响

表２　ＣＬ２０和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热分解反应的动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ＣＬ２０ａｎｄ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计算方法
β／

（℃·ｍｉｎ－１）

犈α／（ｋＪ·ｍｏｌ
－１）

ＣＬ２０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２ １∶５ １∶９

Ｌｇ（犃／ｓ
－１）

ＣＬ２０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２ １∶５ １∶９

Ｍａｃ

ＣａｌｌｕｍＴａｎｎｅｒ

２．５ １８３．２２ １７０．１８ １６９．９０ １９０．２７ １６．４３ １５．３５ １５．３０ １７．４４

５．０ １９４．１４ １７８．０５ １８８．７４ １９５．０２ １７．５７ １６．１９ １７．３０ １７．９４

７．５ １８７．６１ １８１．７３ １８５．７１ １８５．５２ １６．８８ １６．５７ １６．９４ １６．９１

１０．０ １８９．０８ １８９．４６ １８４．４７ １７６．７６ １７．０４ １７．３８ １６．８５ １６．０１

１２．５ １８５．７４ １７６．５３ １７２．５８ １８１．８２ １６．７０ １６．０２ １５．５９ １６．５４

１５．０ １７５．７１ １７９．９０ １８５．８３ １８１．６６ １５．６８ １６．３８ １６．９７ １６．５１

ＳａｔａｖａＳｅｓｔａｋ

２．５ １８１．１７ １６８．８６ １６８．６０ １８７．８３ １６．２５ １５．２４ １５．２０ １７．２２

５．０ １９１．４９ １７６．２９ １８６．３９ １９２．３１ １７．３２ １６．０３ １７．０８ １７．８４

７．５ １８５．３１ １７９．７７ １８３．５２ １８３．３４ １６．６７ １６．４０ １６．７６ １６．７１

１０．０ １８６．７０ １８７．０７ １８２．３５ １７５．０７ １６．８２ １７．１６ １６．６６ １６．０１

１２．５ １８３．５５ １７４．８６ １７１．１３ １７９．８５ １６．５０ １５．８９ １５．４７ １６．３６

１５．０ １７４．０８ １７８．０４ １８３．６４ １７９．７０ １５．５４ １６．２１ １６．７７ １６．５１

Ａｇｒａｗａｌ

２．５ １８２．１１ １６９．３０ １６９．０５ １８９．２５ １６．３５ １５．３０ １５．２６ １７．３７

５．０ １９２．８２ １７６．９８ １８７．６１ １９３．８３ １７．４７ １６．１２ １７．２１ １７．８４

７．５ １８６．２５ １８０．５６ １８４．５２ １８４．３２ １６．７８ １６．４９ １６．８８ １６．８２

１０．０ １８７．６６ １８８．１８ １８３．２４ １７５．５７ １６．９３ １７．２８ １６．７６ １５．９３

１２．５ １８４．３０ １７５．２９ １７１．３９ １８０．５６ １６．５９ １５．９４ １５．５１ １６．４４

１５．０ １７４．３１ １７８．６０ １８４．５１ １８０．３５ １５．５８ １６．２８ １６．８６ １６．４１

普适积分法

２．５ １８１．３８ １６８．４０ １６８．１２ １８８．３５ １４．９６ １３．９２ １３．８８ １７．３７

５．０ １９２．２５ １７６．２４ １８６．８６ １９３．０９ １６．０６ １４．７３ １５．８０ １６．４２

７．５ １８５．７６ １７９．９４ １８３．８６ １８３．６７ １５．４０ １５．１１ １５．４８ １５．４３

１０．０ １８７．２３ １８７．５９ １８２．６３ １７４．９８ １５．５５ １５．８９ １５．３７ １４．５６

１２．５ １８３．９２ １７４．７７ １７０．８４ １８０．０２ １５．２２ １４．５８ １４．１６ １５．０７

１５．０ １７３．９６ １７８．１１ １８４．００ １７９．８６ １４．２４ １４．９２ １５．４９ １５．０４

一般积分法

２．５ １８２．１１ １６９．９８ １６９．０５ １８９．２５ １６．３６ １５．３０ １５．２６ １７．３７

５．０ １９２．８２ １７６．９８ １８７．６１ １９３．８３ １７．４７ １６．１２ １７．２１ １７．８４

７．５ １８６．２５ １８０．５６ １８４．５２ １８４．３２ １６．７８ １６．４９ １６．８８ １６．８３

１０．０ １８７．６６ １８８．１８ １８３．２４ １７５．５７ １６．９３ １７．２８ １６．７６ １５．９３

１２．５ １８４．３０ １７５．２９ １７１．３９ １８０．５６ １６．５９ １５．９４ １５．５１ １６．４４

１５．０ １７４．３１ １７８．６０ １８４．５１ １８０．３５ １５．５８ １６．２８ １６．８７ １６４１

平均值 １８４．５７ １７８．１２ １７９．９９ １８３．９０ １６．３４ １５．９６ １６．１４ １６．５３

　　根据表２可知，３种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和

ＣＬ２０的热分解反应遵循同一个最可几机理函数，

均为随机成核和随后生长过程，最可几机理函数是

狀＝１／３的ＡｖｒａｍｉＥｒｏｆｅｅｖ方程，积分式为犌（α）＝

［－ｌｎ（１－α）］
１／３，相应的微分式为犳（α）＝３（１－α）

［－ｌｎ（１－α）］
２／３。将上述最可几机理函数微分式犳

（α）及表２中所求得对应的平均值犈ａ 和犃 的平均

值分别代入方程：ｄα／ｄ狋＝犃犳（α）ｅｘｐ（－犈／犚犜），得

到动力学方程见表３。

表３　ＣＬ２０和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动力学方程

Ｔａｂｌｅ３　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Ｌ２０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样品 犿（ＭｎＯ２）∶犿（ＣＬ２０） 犈ａ／（ｋＪ·ｍｏｌ
－１） ｌｇ（犃／ｓ

－１） ｄα／ｄ狋

ＣＬ２０ ０∶１０ １８４．５７ １６．３４ １０１６．８２（１－α）［－ｌｎ（１－α）］
２／３
ｅｘｐ（－２２１９９．９０／犜）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２ １７８．１２ １５．９６ １０１６．４４（１－α）［－ｌｎ（１－α）］
２／３
ｅｘｐ（－２１４２４．１０／犜）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５ １７９．６４ １６．０５ １０１６．５３（１－α）［－ｌｎ（１－α）］
２／３
ｅｘｐ（－２１６０６．９２／犜）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 １∶９ １８３．９０ １６．５３ １０１７．０１（１－α）［－ｌｎ（１－α）］
２／３
ｅｘｐ（－２２１１９．３２／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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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３可知，在３种 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中，

ＣＬ２０的热分解机理没有改变，当 ＭｎＯ２ 与ＣＬ２０

质量比为１∶２、１∶５和１∶９时，混合物热分解的表

观活化能分别为１７８．１２、１７９．９９和１８３．９０ｋＪ／ｍｏｌ，

比纯ＣＬ２０（１８４．５７ｋＪ／ｍｏｌ）分别降低６．４５、４．９３和

０．６７ｋＪ／ｍｏｌ，因此 ＭｎＯ２ 可以降低 ＣＬ２０的活化

能，对其热分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３　结　论

（１）利用水热法合成了海胆状纳米 ＭｎＯ２，并对

其物相组成与结构进行了表征。用ＤＳＣ法证明纳

米 ＭｎＯ２ 的加入不会改变ＣＬ２０热分解过程的最

可几机理函数。

（２）ＭｎＯ２／ＣＬ２０混合物的热分解峰温和表观

活化能比纯 ＣＬ２０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表明

ＭｎＯ２ 对ＣＬ２０的热分解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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