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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差分析法检验甲基紫试验安全性指标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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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方差分析法检验了双基推进剂改铵铜$) 在 *( +的老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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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由 !'" +加热试验所得的未老化和

老化试样的标准甲基紫变色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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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甲基紫的至爆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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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作评价推进剂安全储存寿命的判剧#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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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评价推进剂贮存寿命的判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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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甲基紫变色时间是发射药安全性检测常用的测试

方法$广泛用于产品验收和新产品研制# 但是在贮存

过程中$其变色时间是否随贮存时间变化$能否用其作

安全性评价指标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双基

推进剂改铵铜$) 在 !'" +所得实验数据的方差分析$

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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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数据的统计检验

DD设因素 #有 $个不同水平 #

!

$#

'

$)$#

$

$假定在每

个水平 #

%

下$总体为方差相同的正态分布 &!

!

%

$

"

'

"$ %

M!$'$)$$$其中
!

%

$

"

'

均为未知参数# 我们要检验这

$个总体的均值
!

%

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 为此$在每个

水平#

%

下都取容量为 '的一个样本 (

!%

$(

'%

$)$(

'%

!称为

等重复试验"$并设所取的 $个样本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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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方差分析是选择适当的统计量!""$并给出拒绝

域的形式# 当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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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明各水平间有显著的差

异$即因素的影响显著# 否则认为因素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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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0 M$'为全部数据个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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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检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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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两变量间相关关系明显&因素 #有显著影响'否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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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表 " 列出了双基推进剂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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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不显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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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则很显著%

!"结"论

--对双基推进剂改铵铜./&甲基紫变色时间随贮存

时间的变化很小&因此不能用这个指标来反映贮存过

程中的安全性变化&而甲基紫爆炸时间随贮存时间显

著变化&可用做贮存安全性的评价指标%

表 #"双基推进剂改铵铜$% 甲基紫试验数据的统计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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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第 /G 届 HXS国际年会暨第 /" 届国际烟火剂讨论会W于 "!!A 年 G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德国南部城市卡尔斯鲁厄举行&

来自全球 /! 多个国家的 /A!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大会的主题是W含能材料(性能与安全W&来自瑞士的 Y9Z=)*83(4)*0

博士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常规钝感弹药的安全性是大会讨论的重点&多篇报告介绍了钝感弹药烤燃*摩擦和火烧条件下的安

全性能研究&[9\(4424)*0&P\285 等也在各自的报告中介绍了钝感装药及其烤燃性能% 对于热点问题+++即如何在含能材

料的性能与安全的矛盾中寻找解决途径&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讨论&Z=)*83(4)*0在报告中认为纳米技术可能是途径之一&瑞士

的 Y*0)*0在报告中介绍了利用纳米硅提高烟火剂的反应速率和生成热% 值得的一提的是&与会专家认为对于含能材料在生

产*处置中的安全性问题&制定合适的安全标准是重要的保障&比利时的 ]9\(11介绍了W北约弹药安全信息分析中心W在弹药

安全研究中的研究能力和研究计划&美国海军水面武器中心的 P9]='*01@介绍了北约在降感 P]̂ 的联合研究项目 P

<

&这个项

目也是基于在各个实验室之间没有一个鉴别 P]̂ 感度等级的理论方法而决心在美国与北约成员之间建立一套标准鉴定方

法% 在大会报告中&美国仍然保持了其在数值模拟能力的领先地位&KKDK的 I9D2&'=83等人介绍了 IK/]在针对W热.力.化

学W多因素耦合条件下的最新模拟能力&犹他州大学的 X9I9\2)'1介绍了 X.MI_̀ 开发的基于 \MY模型的计算非稳态燃烧

行为的软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会有关新含能材料性能的研究也是热点&各国的同行针对近十几年新合成的诸如 SDIN&

XK."!&_â .; 等含能分子的性能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尽管还未出现令人惊奇的结果&但是仍显现出寻找能够替代传统含能材

料的热情方兴未艾% 据悉&下届会议将于 "!!G 年同期举行&会议主题将是有关含能材料的老化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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