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工品原理

一、 本课程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程是特种能源工程与烟火技术专业专业选修课程之一，它涉及到火工品和火工系统的

点火和起爆、传火和传爆控制、以及火工品的设计和实验等技术。火工品和由其组成的火工

系统是武器系统的初始能源，是武器系统中最关键的器件和系统。其主要任务是完成武器系

统的点火和传火、起爆和传爆、时序控制和动作控制、以及各种特殊效应。同时，火工品在

民用行业中也发挥巨大作用。因此掌握火工技术能更好地完善知识结构并且更好地为军民现

代化建设服务。

二、课程的教学目标与基本要求

1. 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军用火工品的点火和传火机理、起爆和

传爆机理、火工品结构设计原理和制造工艺，以及大多数民用火工品的结构、设计原理和制

造工艺，并且了解最新火工技术和发展方向。

2. 基本要求：

(1) 了解火工品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2) 掌握点火和传火机理、起爆和传爆机理；

(3) 掌握火工品设计的原理和方法，了解制造工艺过程；

(4) 了解火工新技术和火工技术的发展方向。

三、主要内容

1 绪 论
1.1 火工品的发展史
1.2 火工品的用途Δ
1.2.1 军用火工品
1.2.2 民用火工品
1.3 ★Δ火工品中药剂的化学反应形式
1.4 常用的火工药剂
1.5 Δ火工品的特点、分类和技术要求

2.引信火帽
2.1 概述
2.2 引信火帽应满足的战术技术要求
2.3 ★Δ引信火帽的发火机理
2.4 Δ影响火帽感度的因素
2.4.1 药剂方面
2.4.2 加强帽或盖片
2.4.3 发火条件
2.5 影响火帽点火能力的因素
2.6 典型引信火帽介绍
2.6.1 小型火帽
2.6.2 中型火帽
2.6.3 大型火帽
2.7 火帽的装压药工艺
2.7.1 火帽装配工艺流程
2.7.2 重要工序介绍
2.8 引信火帽的检验
2.9 含雷汞击发药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3 延期药和延期元件
3.1 概述
3.2 延期元件简介
3.2.1 保险药柱
3.2.2 短延期药柱
3.2.3 时间药盘
3.3 有气体延期药-黑火药
3.3.1 成分及主要性能
3.3.2 黑药的用途
3.3.3 影响黑药燃速的因素
3.4 微气体延期药
3.4.1 延期药的原材料选择Δ
3.4.2 延期药的组成
3.4.3 Δ延期药燃烧的传播速度
3.5 ★Δ微气体延期药燃烧机理及影响燃速
的因数
3.5.1★Δ延期药的燃烧机理
3.5.2 Δ影响燃烧速度的因素
3.6 设计和研制延期药应该注意的问题
3.7 延期药的贮存安定性问题Δ
3.8 常见延期药简介

4 炮弹雷管
4.1 概述
4.2 Δ对炮弹雷管的战术技术要求
4.3 炮弹雷管的结构和命名
4.4 ★Δ雷管爆炸过程和输出特性的分析



4.5 ★Δ炮弹雷管的设计
4.5.1 雷管装药设计和选择
4.5.2 雷管壳和加强帽的设计与选择
4.6 雷管装配工艺介绍
4.6.1 生产工艺流程
4.6.2 Δ质量分析
4.7 雷管检验

5 传爆药和导引传爆药
5.1 概述
5.2 传爆药的战术技术要求
5.3 导引传爆药
5.3.1 导引传爆药的结构
5.3.2 装药密度的确定
5.3.3 导引传爆药的药量问题
5.3.4★Δ导引传爆药的直径和长度
5.4 传爆药
5.4.1 炸药的性质
5.4.2 药量和形状
5.4.3 传爆药的位置
5.4.4★Δ传爆药与主药间的介质
5.4.5 传爆管的外壳

6 引信用电雷管
6.1 概述
6.2 灼热式电雷管
6.2.1 灼热式电雷管典型结构举例及其发火
特性参数
6.2.2★Δ桥丝式电雷管发火过程原理
6.2.3 Δ影响桥丝式电雷管性能的因素
6.3 火花式电雷管
6.3.1 火花式电雷管的构造Δ
6.3.2★Δ火花式电雷管发火原理
6.3.3 Δ影响火花式电雷管性能的主要因素
6.4 导电药式电雷管
6.4.1 典型导电药电雷管构造的举例
6.4.2★Δ设计思想依据及发火原理简介
6.4.3 Δ影响导电药式电雷管性能的因素
6.5 涂膜式电雷管
6.5.1 典型结构简介
6.5.2★Δ发火过程分析
6.5.3 Δ影响涂膜式电雷管性能的因素
6.6 电雷管的安全问题
6.6.1★Δ静电作用时的安全问题
6.6.2★Δ感应电流作用时的安全问题
6.6.3★Δ杂散电流作用时的安全问题
6.6.4★Δ射频作用时的安全问题
6.7 其它形式的电雷管
6.7.1★Δ金属薄膜式电雷管
6.7.2★Δ爆炸桥丝电雷管
6.7.3★Δ冲击片雷管
6.8 ★Δ爆燃转爆轰雷管

7 发射弹丸用的火工品
7.1 概述
7.2 撞击火帽
7.2.1 撞击火帽的作用和一般要求
7.2.2 撞击火帽的结构
7.2.3★Δ撞击火帽设计中的几个问题
7.3 底火
7.3.1 底火的作用和一般要求

7.3.2 小口径炮弹底火
7.3.3 中大口径炮弹底火
7.3.4 迫击炮弹底火
7.3.5★Δ底火击发条件介绍
7.4 电底火
7.4.1 对电底火的要求
7.4.2 灼热桥丝式电底火
7.5 ★Δ底火检验

8 火箭弹用点火具
8.1 概述
8.2 电点火具
8.2.1 电点火具的结构
8.2.2 电点火具的作用过程
8.2.3 关于电点火具发火头的讨论
8.2.4 典型电点火具介绍
8.3 惯性点火具
8.4 辐射式延期点火具
8.5 ★Δ点火具设计中的几个问题
8.5.1 点火药的选择
8.5.2 关于电引火头的讨论

9 索类火工品
9.1 导火索
9.1.1 概述
9.1.2 导火索的结构
9.1.3 导火索的燃速
9.1.4 Δ导火索的制造工艺和药芯检验
9.2 导爆索
9.2.1 概述
9.2.2★Δ导爆索的结构和制造工艺
9.2.3 导爆索的应用
9.3 导爆管
9.3.1 概述
9.3.2★Δ导爆管的结构和制造
9.3.3 影响质量的因素

10 导弹火工品
10.1 导弹火工品的用途
10.1.1 Δ点火系统
10.1.2 Δ控制系统
10.1.3 Δ级间分离系统
10.1.4 自毁系统Δ
10.2 典型导弹火工品简介
10.2.1 点火火工品
10.2.2 起爆火工品
10.2.3 作功火工品
10.3 导弹火工品的特殊问题
10.3.1★Δ关于“双防”问题
10.3.2★Δ关于可靠性问题

11 工程雷管
11.1 概述
11.1.1 雷管发展史
11.1.2 Δ工程雷管分类
11.1.3 技术要求
11.1.4 工程雷管的结构
11.2 火雷管
11.2.1 Δ工程火雷管各部分的作用及其对性
能的影响
11.2.2 火雷管的生产工艺
11.2.3 火雷管检验



11.2.4 Δ火雷管的质量问题
11.3 电雷管
11.3.1 电雷管的分类
11.3.2 电雷管的电引火头
11.3.3 工程电雷管的装配工艺
11.3.4 Δ工程爆破电雷管的质量问题
11.3.5 Δ电雷管的检验
11.3.6★Δ电雷管的成群起爆

12 先进火工技术
12.1 概述
12.2 激光点火与起爆
12.2.1 激光起爆机理
12.2.2 药剂的激光感度
12.2.3 激光起爆炸药装置
12.3 半导体桥火工品技术

12.3.1 SCB火工品的作用机理
12.3.2 半导体桥的结构和制造工艺
12.3.3 SCB火工品介绍
12.3.4 SCB火工品的发展趋势
12.4 爆炸逻辑网络
12.4.1 爆轰波拐角现象
12.4.2 爆炸逻辑元件和网络
12.4.3 应用举例
12.5 直列式传爆序列
12.5.1 直列式爆炸箔起爆系统组成
12.5.2 冲击片雷管
12.6 MEMS火工技术
12.6.1 MEMS火工技术概念
12.6.2 MEMS火工品结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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