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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常见易燃液体性能特性及应急处理方法》着重从安全工程实际需要出发，介绍了常见易燃液体的主
要品种、物理性能数据、化学反应活性、配伍禁忌及简要的应急处理方法。
《常见易燃液体性能特性及应急处理方法》重点介绍了30类约600种易燃液体（包括部分可燃易爆物质
）和30类约300种相关物质的相关性能，以供实际工程应用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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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硝基烷烃是中等强度的氧化剂，高温高压时，可能与还原剂、可燃物发生剧烈反应。
多硝基烷烃具有更大的氧化性。
硝基烷烃大多数对热、撞击敏感，分解热大。
多硝基烷烃更敏感，具有更大的分解热。
 硝基烷烃的沸点比相应的卤代烃高。
一般为高沸点液体，难溶于水，易溶于醇和醚。
 3.配伍禁忌 （1）一硝基烷烃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
 （2）硝基烷烃与醛（甲醛）、酮（丙酮）发生剧烈缩合反应，可能导致爆炸。
 （3）硝基烷烃与无机碱接触，生成了不稳定的酸式硝基盐，易发生爆炸。
活泼金属（碱金属）、金属氢化物、金属烷氧化物、氨、胺以及碱金属碳酸盐皆有类似作用。
 （4）金属氧化物（氧化钴、氧化银）可提高硝基烷烃的热敏性。
 （5）硝基烷烃与烃的混合物，在高温高压下会发生爆炸。
 （6）硝基烷烃与卤代烷烃（卤仿）剧烈作用，可引起爆炸。
 （7）硝基甲烷与硝酸银溶液接触，因生成雷酸银而爆炸。
 4.举例 【硝基甲烷】 闪点35.0℃。
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混合物。
遇热不稳定，大于315℃时爆炸性分解。
震动、摩擦、压迫也能导致爆炸性分解，特别是在封闭状态时。
与酸、碱、丙酮、铝粉、胺、双（2—氨基乙基）胺接触，使其更加敏感并产生爆炸。
与氨、苯胺、二亚乙基三胺、金属氧化物、甲胺、吗啉、磷酸、硝酸银混合生成对震动敏感化合物。
与高氯酸尿素酯生成高爆炸性化合物。
与烃类、可燃物混合可引发燃烧爆炸；与强氧化剂、烷基金属卤化物、二乙基铝溴化物、甲酸、甲基
锌的碘化物、氢氧化铵、氢氧化钙、氢氧化钾、氢氧化钠、次氯酸钙、1，2—二氨基甲烷、甲醛、六
甲苯、烃类、过氯酸锂、问甲苯胺、过氧化镍、硝酸、金属氧化物、氢化钾等剧烈反应；浸蚀某些橡
胶、塑料和棉织品。
 【硝基乙烷】 闪点28.0℃。
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混合物。
快速加热（特别是封闭时）能引起爆炸。
氨、强酸会提高其敏感性并导致爆炸。
与烃类和其他易燃物混合会引发燃烧爆炸；与强氧化剂、腐蚀剂、氢氧化钙反应剧烈；与碱、金属氧
化物、氢化钾、重碳酸钠、重碳酸钾不相容。
浸蚀一些橡胶、塑料和棉织品。
 【硝基丙烷】 又称1—硝基丙烷。
闪点36.0℃。
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混合物。
在酸、胺、有机碱、汞盐、亚硝酸、银盐中可生成敏感化合物。
金属氧化物会增加化合物爆炸敏感性；加热时可能燃烧（在无空气时也能燃烧），使压力迅速增加，
容器密闭时可能爆炸。
与强氧化剂、烃、氢氧化钙或氢氧化钾反应剧烈。
浸蚀某些橡胶、塑料和棉织品。
 五、硝基芳香族化合物 1.代表物质 硝基苯、硝基甲苯、硝基乙苯等。
 2.物质特性 芳香族硝基化合物是芳环上的氢原子被硝基取代后的化合物，具有Ar—NO2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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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常见易燃液体性能特性及应急处理方法》也可作为从事危险化学品、防火防爆等专业安全技术和安
全管理人员的学习资料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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