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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物质燃烧过程的发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以下3个必要条件，即：可燃物、氧化剂和
温度（引火源）。只有这3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能发生燃烧现象，无论缺少哪一个条件，燃烧都不能
发生。三者的关系可用燃烧三角形来表示。但是，并不是上述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就一定会发生燃烧
现象，还必须这3个因素相互作用才能发生燃烧。 1.可燃物 凡是能与空气中的氧或其他氧化剂起燃烧
化学反应的物质称为可燃物。可燃物按其物理状态不同分为气体可燃物、液体可燃物和固体可燃物三
种。可燃烧物质大多是含碳和氢的化合物，某些金属如镁、铝、钙等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燃烧，还有
许多物质如肼、臭氧等在高温下可以通过自己的分解而放出光和热。 2.氧化剂 帮助和支持可燃物燃烧
的物质，即能与可燃物发生氧化反应的物质称为氧化剂，也称助燃物。燃烧过程中的氧化剂主要是空
气中游离的氧，另外如氟、氯等也可以作为燃烧反应的氧化剂。 3.温度（引火源） 一定的温度是供给
可燃物与氧或助燃剂发生燃烧反应的能量来源。常见的是热能，其他还有化学能、电能、机械能等转
变的热能。 燃烧的充分条件：一定的可燃物浓度；一定的氧气含量；一定的点火能量；未受抑制的链
式反应。 链式反应：有焰燃烧都存在链式反应。当某种可燃物受热，它不仅会汽化，而且该可燃物的
分子会发生热裂解作用从而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一种高度活泼的化学形态，能与其他的自由基和分
子反应而使燃烧持续进行下去，这就是燃烧的链式反应。 氧指数：是指在规定条件下，固体材料在氧
、氮混合气流中，维持平稳燃烧所需的最低氧含量。氧指数（OI）的基本概念，以氧所占的体积百分
数的值表示。 氧指数能够反映材料的着火性能和扑救的难易程度。氧指数高，说明材料燃烧需氧量大
，难燃烧。氧指数小，说明材料易燃烧。氧指数低表示材料容易燃烧，一般认为氧指数小于22属于易
燃材料，氧指数在22～27之间属可燃材料，氧指数大于27属难燃材料。 根据点火源的种类及固体物质
点燃特点不同可将物质分为三类：①易着火性物质，即在铈一铁火花和导火索实验中能立即点着，或
用小燃气火焰在1 s内能点着的物质。②着火性物质，即小燃气火焰实验中需1 s以上才能点着，或赤热
电烙铁实验能点着的物质；③难点着物质，即用铈—铁火花实验、导火索实验、小燃气火花实验和赤
热铁棒试验都点不着的物质。 三、实验仪器 手枪式燃气点火器，导火索，气体打火机，电烙铁，无
机绝热板或瓷砖，大铁夹，秒表，天平等。 四、实验耗材 选用常用的实验样品，主要包括：硫、磷
以及它们与其他无机物的混合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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