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　结　论

　　采用设计的新合成方法制备了 ＡＮＰｙＯ，ＡＮＰｙＯ及
其中间体的结构，通过

１ＨＮＭＲ、ＩＲ、ＭＳ得到了确证。
新合成方法反应条件更为温和，更加安全，有利于放大

合成，收率达到 ９０％。２，６二氨基吡啶先乙酰化、氮
氧化再硝化、水解，有利于提高氮氧化、硝化反应的收

率，增加反应过程的安全性，同时避免使用浓硫酸等强

酸作溶剂，后处理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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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分析研究最新专著———《含能材料热分析》

由我国火炸药热分析化学领域著名学者、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兵器工业第 ２０４研究所分析化学研究室原主任刘子如研究员撰写的

《含能材料热分析》一书，由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在国防工业出版社隆重出版。

刘子如研究员多年来一直从事火炸药分析化学、热化学、热安定性和热分解动力学的研究工作，是我国从事含能材料热分析方面历史

最长、经验最丰富的著名专家之一，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达１５０余篇，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数十名。

《含能材料热分析》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当代各类先进的热分析基本理论及技术特点，并以此研究含能材料的热化学及物理参数及

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关键技术。主要内容包括热安定性和相容性的评价；热物理常数测试方法的建立；热分解的动力学和机理；炸药结晶

体的“局部化学”行为；液体发射药的过冷性质；熔体的非等温动力学。具有创新性的内容还有，提出了由 ＤＳＣ获得的熔融焓（Ｈ）与组成

（Ｘ）关系建立二元和三元相图的方法；高压ＤＳＣ特征量与固体推进剂燃速的相关性；用动态力学性能预估复合或交联推进剂的物理老化寿

命；极限力学性能与动态力学性能的相关性等。本书涉及的热分析仪器种类较多，有通用的差示扫描量热（ＤＳＣ）、差热分析（ＤＴＡ）和热重

微商热重（ＴＧＤＴＧ）技术，还有高压差示扫描量热（ＰＤＳＣ），动态热机械分析（ＤＭＡ）以及热分析与其它方法如与红外和质谱联用技术：

ＴＧＤＳＣＦＴＩＲ、ＴＧＤＳＣＭＳ和热裂解红外原位池等先进技术。为我国含能材料的热分析数据库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参考数据，其论述的热分

析技术之全面，内容之丰富，数据之众多在国内热分析的科技书籍中尚不多见。

《含能材料热分析》为１６开本，４４０页，全书分为８章５０节，每章后提供了参考文献。基于该书兼具热分析基础理论及分析实例的特

点，即可作为一线广大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性阅读及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该书售价１０２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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