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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氮丙啶及其衍生物是一类三元氮杂环化合物。
由于氮丙啶环具有高度的反应活性，所以在有机合成中一直被广泛用作活性中间体，也被用作医药和
农业化学制品的原料，更是性能良好的纺织品、纸张、皮革等的加工助剂和高分子材料的键合剂。
以氮丙啶为主要组分的高聚物或其共聚物可用作油田化学品及絮凝剂，氮丙啶聚合物（也称为聚乙烯
亚胺）用于废水处理和回收贵重金属有非常明显的效果。
    在国外，氮丙啶化合物的发展很快，每年约生产数万吨产品。
我国起步较晚，虽有一些单位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真正工业化生产的单位不多，这可能是由于多数
氮丙啶化合物具有一定的毒性，因而限制了它的发展和应用。
    我们结合从事氮丙啶化合物多年研究开发的经验，并请教和聘请了有关专家学者，收集整理了国内
外主要有关文献资料，编著出版本书。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我国氮丙啶化合物研究开发和生产应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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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武，1934年生于山东省广饶县莲花村，1958年毕业于兰州化工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他曾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兵器工业
原兰州1214研究所、兵器工业西安204研究所（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等学习、进修并进行有机和元素
有机合成研究及科研管理工作。
他长期担任国家重点课题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曾任合成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学术委员会和高
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含材料长远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等职务。
　　1994年，王学武创建了西安宏达新型化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和广饶宏达新型化工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该公司先后研制成功氮丙啶系列键合剂和963燃烧调节剂，是我国第一家工业化生产此类产品的单位。
其中有的产品已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业专家技术鉴定，并在国家重点型号任务中得到实际应用
。
这也是此类产品在我国首次获得际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王学武曾多次出访美、俄、法、德、意、奥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
技术转让和商务洽谈等活动，在有关国际会议和国内外杂志上先后发表综述、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
等20余篇。
　　张明南，曾任职务　　●上海化工厂工程师　　●大连工学院副教授　　●21届中国化学会理事
　　●甘肃省化学会常务理事　　●陕西省化学会副理长、常务理事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系
兼职教授／博导　　●火炸药学会第四届委员会高级顾问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兰州化物所室主
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兵器工业部214所、204所研究员、所长　　从事过的主要研究工作　　
●元素有机炸药及粘结剂的合成与应用　　●偶联剂在炸药和推进剂中的应用　　●稀土元素发光高
分子的合成及应用　　●高能氟化物的理论计算与合成　　●玉门汽油85℃一125℃馏分单体烃的研究
　　●克拉玛依汽油单体的组成　　●中国航空煤油烧蚀问题的研究　　●中同石油组成研究　　●
奎宁代替辛宁分析钨砂的研究　　●高能炸药合成及助剂在航空推进剂中的研究　　●合成含硼高效
炸药的研究　　获奖情况　　●以奎宁替代辛可宁分析钨砂科技促进国家奖　　●航空煤油烧蚀问题
研究国家创造发明二等奖　　●高能炸药研究和高能炸药分析全国科学大会奖　　●氟里昂替代物研
究——兵器总公公司二等奖　　●国家科技特殊贡献者津贴奖　　主要著作　　●《中国石油轻馏组
成研究》　　●《硝基及亚硝基化学》（译著）　　●《火炸药药基学第四册》（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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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氮丙啶及其衍生物的制备　　1.1　沿革　　氮丙啶是最小的环亚胺，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
三元氮杂环。
1888年Gabriel等首次在实验室制得氮丙啶；1899年经Marckwald等验证；1935年Wenker以a-氨基醇的硫
酸盐经碱加热得到第一个氮丙啶商业产品；1938年德国染料工业公司首次工业规模合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巴斯福公司（BASF）及美国的Chemirad公司、Dow公司、Cordova化学公司
等开始工业规模生产。
20世纪60年代德国联合化学公司、碳化物公司开始大规模生产制造氮丙啶及其衍生物（如2-甲基氮丙
啶；1-（2-羟乙基）氮丙啶）。
巴斯福公司是最大的氮丙啶制造商，它的子公司及厂家遍布德国和美国。
日本的触媒有限公司也是很重要的生产厂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厂家（如：上海海曲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广饶宏达新型化工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武汉强龙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也生产氮丙啶及其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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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氮丙啶化合物化学及其应用》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兵器集团公司第三事业部沙恒
处长、杨红梅教授、任务正教授，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公司严金良教授以及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覃
光明所长和胡唤性原所长等的多方关心和支持。
广饶宏达新型化工材料公司段丽丽、孙海洋、聂立群及西安宏达新型化工材料公司邸保安、周红梅等
协助文字校对和打印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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