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导言：含能材料通道式连续合成与安全评价

随着现代军事和航空航天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各国对高性能含能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含能材

料在生产过程涉及硝化等反应单元，而传统釜式反应器由于热质传递速率的限制，存在合成过程可控性差、

效率低、危险性高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高性能含能材料的应用和发展，也制约了国防技术快速高质量的发

展。因此，化工过程技术和装备的自主创新是突破高性能含能材料等高端化学品制造短板的迫切需要。

为了提高硝化等强放热复杂反应过程的安全性，需要对反应过程进行精确操作和调控。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发布的《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导则》，明确要求对于危险反应工艺过程，要努力优先开展工艺优化

或改变工艺方法以降低风险。微通道反应技术具有高效的传热传质、本征安全和易于直接放大等特性，为解

决含能材料制造难题和实现其绿色高效连续安全生产奠定重要基础。

为此特组织出版“含能材料通道式连续合成与安全评价”专题。本期专题共收到 11篇论文，观点 1篇，研

究论文 8篇，综述 2篇，展示含能材料连续安全可控合成过程中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希望通过本专题的出

版，促进含能材料合成领域学者的广泛交流，推进相关技术发展，为实现含能材料连续安全生产提供技术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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