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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经 (H TPB )推进剂老化研究 (IV )

一过氧酸按 (A P )粒度对老不七艇组能的影响

贺南昌 刘国华 宋金柳
(材料料学与应用化学系 )

摘 要 本文研 究 了 H T P B / A P 推进荆中 A P 拉度对推进荆老化性能的影

响
。

实验是在 0 9℃ 的 空气中进行 的
。

老化 性能以推进剂 的拉仲性能
、

邵氏硬

度
、

夫重 %和燃烧速度等参数为判据
,

并以 D S C 图谱作参考
。

实验结果表明
:

H T P B / A P推进荆 中 A P拉度的减 小
,

有助于推进荆贮存老化性能的提高
。

各种

拉度 A P的 D S C 图谱
,

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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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报「 1 3 ,

已研究 了H T P B / A P推进剂中 A P 含量对推进剂老化性能的影响
。

鉴于

H T P脚 A P 推进剂八 P 含量在 70 % (重量 )以
_

匕 故 A P性质的任何变化
,

都会一定程度地

影响推进刊 弩化性质
。

关于 A P粒度变化的影响
,

cS h m i d t W
.

G
.

「“ 〕在研究 A P 热 分解

时指出
:

较大粒度的 A P 对药条的完整性有不利影响
。

但他们对推进剂的老化性能没有

进行研究
。

至于 A P 粒度对丁翔推进剂老化性能的彩响
,

尚未见到有文献报导
。

为了补

充这方面的 1二作
.

本文在前报〔 11 工作的基础
_ _

匕 进一步进行了不同 A P粒度对 H T P B 厂A P

推迸剂老化性能的彩响研究
。

综合这些实验结果
,

得 出了 A P 粒度 与老化性 能 之间的关

系
,

从而为选择 H T P B厂A P推进剂中的 A P粒度
,

提供 了一定的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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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使用的推进剂配方
、

测试项 目

方中所使 舫的 入 P粒度是 下同的
。

为方便

起见
,

推进剂按相应的 A P 粒度而编号

有关 A P 粒度的测量
,

考虑 到沉降分析

法和显微镜测量法各 白的优缺点
,

粒度

较大的 A P 沉降速度太快
,

采用沉降分

析侧量比较困难
; 粒度 较小的 A P

,

显

微镜测量法会带来较大的人为误差
。

因

此
,

本文粱用显微镜法测量 较大的 A P

主98 7年 s 月 6 日收到

验

仪器设备和操作 步骤均 见文 〔 1 〕 。

推进剂配

表 1 A P 杜度的刚定
苦

编号 测量方法 平均粒径 d 。 。

A P一 1 显微镜侧量法 名67
.

4 户

A P一 2 显微镜测量法 130
.

0鲜

A P一 3 沉降分析法 7 4
.

0群

A P一4 沉降分析法 37
.

0产

.
A P一 l和 A P一 2的平均粒径为 5加 个样品测定

值的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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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
,

沉降分析法测量较小的 A P粒子
。

如表 1 所示
。

实验中的差示扫描量热计 ( D S C )采用上海天秤仪器厂生产的 C D --R 1 型 差动 热分析

仪
,

实验条件
:

试样量 Zm g
,

参比物 a
一 A 1

2 0 3 ,

升温速率 10 ℃ /分
,

量程士 s m c a l厂
s
ce

。

将纯氮气以 1 00 毫升 /分的流量速度流人
,

走纸速度为 10 毫米 /分
。

3
.

试验结果和讨论

3
.

1 失重%

推进剂在贮存老化期间损失重量几随老化时间的变化
,

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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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损失重呈 %与老化时间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出
:

推进剂失重%在老化开始 3 天内
,

变化很快 ;
在 3一 6夭内

,

变化

速率已逐渐变小
; 6天以后

,

变化速率很小
,

只略有 上升
。
这种状况主要是推进剂有关组

份所致
。

在老化初始阶段
,

推进剂中的稀释剂苯乙烯
、

少量增塑剂
、

低分子予聚物等组

份大量挥发
,
A P 中水份亦开始散失

,

以及 A P热分解的气体产物的逸出
,

造成 了推进剂

失重量大
,

变化快
。

其后
,

易挥发组份逐渐减少
, A P水份也越来 越少

,

造成损失 重量

渐减
,

变化速度降低
。

6 天以后
,

基本上只存在正常的老化分解的重量损失了
。

图 1 同时说明
:
A P粒度不同所造成的推进剂失重量变化不大

,

可以忽略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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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度变化

H T P B / A P推进剂的邵氏硬度值随老化时间的变化情况
,

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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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推进剂邵 氏硬度随老化时间变化的关系

图 2表明
:

推进剂邵氏硬度随 A P粒度的不同而不相同
。

A P 粒度小
,

则邵氏硬度值大
,

有明显的规律性
。

在贮存老化期间
,

各种 A P 粒度的推进剂
,

其邵氏硬度的变化规律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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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氛酸铁 (人P )粒度对老化性能的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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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P 的D S C分析

对不同粒度的过氯酸铁A P ,

进行了D s C分析
,

其 图谱如图 6
.

这些不同粒度 A P 的 D s c 图谱告诉我们
, A P一 1 的低温分解峰为 30 0℃ ; 粒度较细

的 A P一 2低温分解峰为 3 04 ℃ ;
粒度最细的 A P一 4低温分解峰却升高到 3 10 ℃的温度

。

这

可以说明A P粒度越小
,

越 比较稳定
,

不易热分解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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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 H T P B / A P 推进剂中
,

组份 A P 粒度不同的推进剂的邵 氏硬度
、

抗拉强度
、

断裂

伸长率和燃烧速度等特性是不同的
,

而失重% 却基本一样
。

在高温加速老化中
,

随着老

化时 间的延长
,
A P 粒度对推进剂失重 (% )

、

邵氏硬度和燃 烧速度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影

响
。

对推进剂抗拉强度的降低
,

影响不大
; 而断裂伸长率的降低值却随 A P 粒度的增大而

增加
。

这表明
:
H T P B / A P 推进剂中

,
A P 粒度的减小有助于 推进剂贮存老化性能的提

高
。

各种粒度A P的 D S C 图谱
,

也进一步证实 了这一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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