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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落/撞击载荷下装药结构的安全性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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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出装药结构在跌落/撞击事故条件下安全性的定量评估方法。方法 针对装药结构跌落/撞击条

件下含能部件非冲击点火存在的不确定性大、缺乏可供工程应用的点火判据等问题，采用基于数理统计思

想的定量评估思路，建立“3 类试验+1 种方法”的安全性评估体系，并提出试验设计、方法选取和评估实施的

方法及要求，可供工程应用。结果 采用该方法，开展了某装药结构跌落安全性的定量评估，通过标准试验

探索获得了特定约束下的起爆阈值范围，通过设计并开展多发能包络整体级响应的构型试验，获得的实验

数据可作为评估的样本数据。采用单侧置信下限方法进行了定量评估，获得了安全度为 0.999 99（置信度

0.9）的定量评估结果。结论 该方法可实现对武器装备、航天发动机跌落/撞击条件下安全性的定量评估，

但该方法仅适用于装药结构具有足够安全裕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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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Assessment Method of Charge Construction under Drop/Impact Loading 

GUO Li-lun, LIU Ping, LUO Jing-run, LI Ming-hai 

(Institut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Mianyang 621900, China) 

ABSTRAC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safety assessment of charge constr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rop-

ing/impact acciden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large uncertainty in the non-shock ignition of energetic componen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harge construction drop/impact, and lack of ignition criteria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 quantitative evalua-

tion method based o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is adopted, and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3 types tests and 1 method” is established. 

The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of experimental desig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implementation 

are given, which can be used in engineering evaluation. Based on this method,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drop safety of a 

certain charge construction is carried out, and the detonation threshold range under the specific constrains is obtained through 

exploration using standard tests. The safety value data of sample tests are obtained by designing and carrying out a configuration 

test which can envelope the overall response, and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result of safety is 0.999 99( with confidence level 

of 0.9). This method can realize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safety for weapon equipments and aerospace engines under drop/ 

impact conditions, but this method is only suitable for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charge construction has sufficient safety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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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器装备和航天发动机等系统，将炸药、推进

剂等含能材料作为其重要的功能部件的，为典型的装

药结构。在吊装、运输等使用过程中，可能因设备故

障、人员误操作等因素导致产品跌落、撞击等意外事

故，可能致使装药结构损伤，引发含能部件局部温升，

造成燃烧、爆燃，甚至爆轰反应，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装药结构在跌落/撞击事故下的安全性，关系

到武器装备或航天发动机等的使用安全，备受研制部

门和使用部门的共同关注。 

相对于传统的冲击起爆而言，跌落/撞击等低速

加载条件下装药结构为非冲击点火机制，含能部件

所受的压力虽远未达到冲击起爆阈值，但仍可能因

局部的剪切、摩擦等作用导致点火，且问题的不确

定性大 [1-8]。国内外学者针对非冲击点火问题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并发展了不同类型的点火模型[9-10]，但

是，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目前，尚缺乏可供工程应

用的点火判据。在工程实践中，如何对装药结构进行

安全性评估，未看到相关报道。 

文中采用数理统计的思想，探讨了装药结构的定

量评估方法，提出了基于“3 类试验+1 种方法”的定

量评估思路和工作方案，并探讨了具体的定量评估方

法和试验实施要求，可供装药结构在跌落/撞击载荷

下的安全性评估参考。 

1  评估的总体思路 

由于涉及非冲击点火问题，装药结构在跌落/撞

击载荷下的安全性评估，其主要难点在于不确定性

大、缺乏安全判据，无法采用基于确定性理论的方法

进行评估，即不能仅基于有限次试验结果进行评估。

对安全性评估而言，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工程系统的可靠性评估中，针对无法建立评估

判据、不确定性较大的问题，已广泛采用数理统计的

思想进行定量评估，并发展了一些定量评估方法。例

如 QMU[11-13]、最大熵试验法[14-19]、单侧置信下限方

法[20]等。结合相关的样本试验结果，可实现对不确定

性的覆盖和包络。 

借鉴可靠性的思路，提出基于裕度和统计的工程

方法进行定量评估，其总体评估思路如图 1 所示，涉

及 3 类试验和 1 种评估方法。 

1）定量评估方法。以统计的方法覆盖响应的分

散性和点火的不确定性，给出一定置信度条件下的定

量评估结果，主要解决问题的不确定性和结果的可信

性问题。 

2）标准试验。为小构型的材料级试验，主要用

于探究装药结构特定约束和边界条件下的点火机理

和点火模型问题，给出能反映含能部件（炸药或推进

剂）响应严酷程度且可试验测试的参量，为评估提供

特征参量。 

3）构型试验。能反应整体级装药结构的响应特

征及规律，用于替代整体级装药结构开展重复试验，

为定量评估提供样本数据。解决整体级试验做样本试

验时，试验成本无法接受的问题。要求构型试验对整

体级响应等效。 

4）整体级试验。有限次（2 次左右）装药结构

的整体级试验，测量装药结构整体级响应的特征参

量，为构型试验和标准试验设计提供依据，同时也对

评估结果进行综合验证和演示。 
 

 

图 1  总体评估思路 
Fig.1 Overall assessment thought 

 

2  定量评估实施方案 

2.1  标准试验设计 

标准试验的目的是，通过大量材料级小构型试

验，探究在该装药结构特定的约束和边界条件下，含

能部件的点火机理和点火模型。其要求如下： 

1）试验构型能反映该整体级装药结构中含能部

件特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载荷类型和试验加载

方式能模拟该整体级装药结构的实际加载模式。 

2）给出能反映含能部件响应严酷程度的力学参

量，并要求这些力学参量为 3 类试验中均可通过试验

测试的量。 

3）探究该装药结构特定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下，

含能部件的点火模型，给出基于第 2）点中能反映含

能部件响应严酷程度的单一综合特征参量。 

基于上述目的和要求，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

果，开展标准试验设计。对于装药结构跌落/撞击载

荷下的点火机理，学术界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一般认

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炸药压力A、脉宽 t 和局部剪

切应变率  相关。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

Browning R. V.给出了如下的点火预测模型[9]： 

0.66 1.27 0.27
Ac t  

 
(1) 

式中：c为反映装药响应严酷程度的综合特征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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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华等[10]为便于工程实施，提出了特定结构的工

程点火模型： 

m nc p v t    (2) 

式中：p、t 分别为装药的压力和脉宽；v 为装药

局部撞击速度；n、m 为常数，与装药结构局部的约

束和结构有关。实际结构中，由于材料、结构等的差

异，装药的力学响应参数 p、v、t 存在差异，c 值存

在不确定性，故不能将该模型直接应用于装药结构的

安全性评估，但可将 c 值作为评估的综合特征参量。

在特定工程结构和约束下，用标准试验探究其工程点

火模型的模型参数。如通过系列研究确定式（2）中

的 m 和 n，为评估提供特征参量 c 的计算方法。 

2.2  构型试验设计 

构型级试验的目的是，替代该整体级装药结构开

展多发重复性的样本试验，为定量评估提供样本数

据，同时大大降低试验和评估的成本。为达到替代整

体级装药结构开展样本试验的目的，要求构型试验在

含能部件的响应上能实现对整体级装药结构的等效

或包络。具体如下： 

1）构型试验中，含能部件的局部结构、约束与

整体级装药结构一致。 

2）载荷类型及加载方式能模拟整体级装药结构。 

3）可实现对含能部件特定位置压力、脉宽和局

部撞击速度的试验测试。 

4）含能部件的响应与整体级相当或适当偏严，

综合特征参量 c 值应较整体级略高。 

构型试验设计时，可在整体级装药结构受撞击部

位至含能部件的载荷传递路径上，截取局部的真实结

构和材料，作为构型试验件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

通过力学分析，增加能反映装药结构整体级的横向约

束效应、界面效应等的调节结构。结合整体级和构型

级响应的数值计算分析，对构型试验的力学响应进行

调整，使构型试验件的响应能等效或包络整体级响应。 

2.3  整体级试验设计 

整体级试验的目的包括 2 个方面：获得整体级装

药结构撞击条件下含能部件的力学响应特征和规律，

为构型级试验及标准试验的设计提供基准；对评估结

论进行综合验证和演示。为达到上述目的，要求如下： 

1）整体级试验的试验条件，包括撞击速度、姿

态及靶体条件等，能反映该装药结构在特定撞击场景

下最严酷的撞击条件，可结合数值计算进行明确。 

2）至少开展 2 发整体级试验，1 发用于确定整

体级响应基准，1 发用于验证和演示。前者的装药部

件可采用力学特性相近的材料替代，后者必须采用全

真状态。 

3）需对含能部件特定位置的压力、脉宽和局部

撞击速度进行试验测试。 

2.4  定量评估方法 

2.4.1  选择原则和要求 

定量评估方法，其目的是在统计样本的基础上，

给出可覆盖分散性和不确定性的定量评估结果，解决

评估的科学性和可信性问题。不同定量评估方法，在

相同评估目标的前提下，如安全度 0.999 99（置信度

0.9），其对试验样本数、评估参数等的需求是不一

样的。确定评估方法考虑的关键因素是工程可实施问

题，具体要求如下： 

1）为满足高安全评估的需要，要求评估方法至

少能给出最高安全度达 0.999 999 的评估结果。 

2）从评估成本控制的角度考虑，要求评估方法

所需的试验样本数不能太高，宜控制在 20 以内。 

3）为便于工程实施，要求评估方法所需的评估参

数均易于获得，样本试验的加载条件具有可实施性。 

2.4.2  评估方法的确定 

常见考虑不确定性的定量评估方法包括 QMU 方

法、单侧置信下限评估方法和最大熵试验法。 

QMU 方法要求不确定性分布有边界，且可度量[11]。

对于涉及非冲击起爆问题的评估中，其评估参数很难

获得，不满足第 3）条要求。 

最大熵试验法，实质为一种加严条件下的小样

本试验方法，其试验样本数 N、安全度 RL、置信度

γ、熵强化系数 k 和变异系数 CX 间的相互关系见式

（3）[12]。其中熵强化系数 K=La/Lb，为样本试验与

整体级试验的加载载荷比值，体现样本试验的加严程

度，是从试验条件角度表征裕度。假设安全度和置信

度要求分别为 0.999 99、0.9，熵强化系数要求为 4.5，

炸药火工品的变异系数一般按 0.2 考虑，则所需的试

验样本数为 50。样本试验加载条件要求过高，试验

样本数难以接受，也不满足上述第 3）条要求，故该

方法在本问题的工程实施上不具备可操作性。 

 
ln(1 )

ln 1 [( 1) / ( )]
N

k C k R


 



  

 (3) 

单侧置信下限方法 [20]，包括查表法和直接法 2

种方法。查表法仅需已知相关评估参数，直接查表即

可，简单方便，但精度稍低。直接法需要求解相关参

数复杂的非线性方程，精度较高，但过程较繁杂。工

程实践中，可根据实际评估的进度、经费及评估目标

等进行确定。查表法和直接法除流程和精度不同外，

其所需的评估参数完全一样，建议采用查表法。实施

时，在确定了安全度 RL、置信度 γ和强化系数 k 的条

件下，通过查 GB/T 4885—2009 中的附表即可确定样

本试验数 N。其关键评估参数为强化系数 k，反映了

装药结构所具有的裕度。k 值越大，说明裕度越大，

所需的样本试验数越少。采用单侧置信下限方法的上

规范限方法，则 k 可由式（4）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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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k C C    (4) 

式中：C0 为点火阈值； C 和 σ 分别为多发样本

试验获得的综合特征参量 C 的均值和标准差。可以看

出，该方法是从含能部件的响应与点火阈值间差距的

角度来定义裕度。其好处在于不用提高样本试验的试

验加载条件，为评估和试验的实施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该方法经验证在工程实施上具有可行性。但需对

点火阈值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这个判断来自于标准试

验的探索以及对该装药结构的工程经验等。 

2.4.3  评估的实施方法 

由于非冲击起爆机制不确定性大，很难给出一个

确定的点火阈值 C0。偏保守考虑，工程实践中，可

通过加严的构型试验确定装药结构确定未到点火阈

值的 C1 替代 C0 进行评估，即 0( ) /k C C   ，如图 2

所示。由此，在样本标准差 σ一定的条件下，样本均

值 C 越远离 C1，k 值越大，所需的试验样本数越少。

在均值 C 与 C1 差值一定的条件下（即裕度确定的条

件下），样本标准差 σ 越小（即分散性越小），k 值越

大，所需的试验样本数越少。 
 

 

图 2  评估用上规范限示意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upper specification limit methed 
for evaluation 

 
试验样本数据的分散性，与构型试验的结构、材

料的分散性以及装药部件局部微结构的分散性等相

关，但此类型的分散性正是该问题不确定性的来源，

也无法通过人为控制或降低。此外，试验样本数据的

分散性还与试验姿态、试验加载和试验测试等因素相

关，这部分的分散性可通过严格的试验控制降低，甚

至基本消除。试验设计时，应着重对此部分进行严格

控制，降低试验分散性，从而降低试验样本数据的标

准差σ，从而使 k 值增大和所需的试验样本数降低。 

根据上述分析及要求，评估时需做如下工作：通

过标准试验，估计起爆阈值 C0 的大致范围；通过加

严条件的构型试验，获得较样本试验加严但远未达起

爆阈值的 C1 值；通过数值模拟，确定对试验姿态等

的试验控制要求；开展多发重复性的样本试验，由试

验数据计算强化系数 k；由强化系数 k 和样本数 N，

查表获得定量评估结果，即安全度和置信度。 

2.5  适用范围  

文中所提出的方法为工程评估方法，在多处进行

了偏保守考虑，且要求所有的构型试验和整体级试验

不能发生反应，适用于具有足够安全裕度的装药结构

撞击安全性定量评估。 

3  评估实例 

问题：要求对某装药结构在 3 m 跌落条件下的安

全性进行评估。 

标准试验：根据该装药结构的特点，设计并开展

了系列材料级的标准试验，获得了该装药结构中炸药

材料在该特定约束和边界条件下，起爆阈值 C0 在

2500~3000。 

整体级试验：开展了 2 发整体级试验，1 发用于

确定特征参量 c 的设计基准，其 c 值为 325。1 发用

于对评估结果的验证和展示，含能部件全真状态未发

生反应。 

加严条件的构型跌落试验：开展了 3 发 6 m 跌落

试验，均未发生反应，获得 C1 值为 1490。 

构型试验：开展了 10 发 3 m 跌落试验，作为样

本试验，根据其试验数据，样本均值 C 为 558.40，样

本标准差为 130.45。 

评估结果：计算获得强化系数 k 为 7.14，结合试

验样本数 10，查表获得其安全度和置信度分别为

0.999 99、0.9。 

4  结论 

1）针对装药结构在跌落/撞击事故条件下的安全

性评估问题，提出了基于“3 类试验+1 种方法”的定量

评估思路，并给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评估实例。该

方法可应用于武器装备、航天发动机等装药结构撞击

安全性的定量评估。 

2）明确了 3 类试验和 1 种方法的具体要求和实

施方法。 

3）根据装药结构的特点，在对现有定量评估方

法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采用单侧置信下限方法

作为其定量评估方法。 

4）该评估方法适用于具有足够安全裕度的装药

结构撞击安全性的定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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