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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副主任，中国兵器科技带头人，硕士

研究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1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系，2003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获博士学位。现任引信与火工品技术专

业组委员，国防科工局兵器行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火工品安全性可靠性技术研究，先后承担基础研究、专项

研究、预先研究等基础科研项目 20 余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三等奖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申请国防发明专利 10 余件。

先后荣获中国兵器集团公司劳动模范、西北兵器工业劳动竞赛创新标兵、

西北兵工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火工品安全性与可靠性”专题序言 

火工品广泛用于兵器、航空、航天各领域，是武器装备的关键元器件。火工品技

术是国防基础技术，火工品安全性可靠性对于武器系统功能实现至关重要。在安全

性方面，火工品是含有敏感含能材料的装置，其安全性试验与评估与炸药、推进剂

等含能材料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火工药剂具有与炸药等含

能材料相似的自反应特性。不同之处在于，火工药剂比炸药更敏感，燃烧转爆轰速

度更快。因此，火工品在试验方法的灵敏性、系统精度、响应速度和样品量等方面

都有特殊要求，对于先进的测试、试验与评估技术依赖更强。  

在可靠性方面，火工品是一次性作用产品，其可靠性一般通过统计分析方法获得，

往往存在着方法置信度不高、精度不够和试验样本量大等问题。因此，如何采用更

高精度、更小样本量的方法，对火工品的可靠性进行评价，是火工品可靠性技术发

展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武器装备全域全天候作战需求以及航天、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远

的深空、更蓝的深海，用于各类装备的火工品在各种极端环境、复杂环境和特殊环

境下的安全性问题、实现功能的可靠性问题，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温度、湿度、

盐雾、电场、磁场、光辐射、振动等环境因素诱发的火工品安全问题机制，导致的

火工品性能下降的机理都成为行业面临的新挑战。与此同时，如何通过与信息化、

数字化和智能化等新技术交融，使火工品技术迎来更加灿烂的新发展，则是科研工

作者更加关注的内容。 

综上，通过设立火工品安全性可靠性专辑，从安全性和可靠性技术相关的基础

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设备等角度，推进火工品技术发展、成果应用和行业进

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经过征稿、约稿和审稿等工作，目前专题编辑工作已经完成，专题包含了 9 篇

论文，涉及与火工品和火工药剂安全性和可靠性相关设计、试验、评估等技术和方

法，希望能够让读者对现今火工品安全性可靠性现状有所认识，引起更多科研人员

对火工品技术发展的关注，同时，也为各科研团队提供了解、认识和合作交流提供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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