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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杂环配合物金属盐的激光起爆（英） ＭｉｋｈａｉｌＡ．Ｉｌｙｕｓｈｉｎ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０１－００

含 ＴＭＥＴＮ的钝感推进剂燃烧特性数值模拟 赵凤起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０６－０５

ＢＡＭＯ聚合物的全成与表征（英） Ｍ．Ｖ．Ｍａｈｅｓｈ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１１－０５

几种钝感低特征信号推进剂的能量特性 徐司雨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１６－０５

均四嗪热分解机理的从头算分子动力学模拟及密度泛涵理论研究 熊鹰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２１－０４

ＦＯＸ７热分解起始机理及 ＮＯ２对其催化效应的理论研究 宗和厚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２５－０４

六元氮杂环取代四嗪化合物的密度泛函理论研究 周阳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２９－０７

７氨基６硝基苯并二氧化呋咱合成工艺改进 吕连营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３６－０３

５氨基３硝基１，２，４三唑（ＡＮＴＡ）的合成工艺改进 王锡杰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３９－０２

３氨基４酰胺肟基呋咱的晶体结构（英） 王军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４１－０５

３，６二（３′氨基呋咱４基）１，４二氧杂２，５二氮杂环己２，５二烯的晶体结构（英） 王军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４６－０３

基于不同爆轰产物的格尼速度估算新方法（英） Ｍ．Ｈ．Ｋｅｓｈａｖａｒｚ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４９－０４

Ｓｔｅｖｅｎ试验中 ＪＯＢ９００３炸药加速老化前后撞击感度变化研究 代晓淦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５３－０４

高氮含能化合物的合成入反应性 黄明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５７－０５

３，４二硝基呋咱基氧化呋咱（ＤＮＴＦ）的研究进展 郑伟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６３－０４

高能炸药 ＴＥＸ的研究进展 雷永鹏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６７－０４

Ａｐ的安全制备（英） ＭａｋｏｔｏＫｏｈｇａ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７１－０４

氮杂环含能化合物的研究进展 阳世清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７５－１０

金刚烷的结构、溶解性及热力学性质 刘卅 （２００６）１４－０６－０４８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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