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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全国高职高专石油化工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教材共分七章，包括课程引导知识、汽油质量检验、柴油质量检验、喷气燃料质量检验、润滑油质量
检验、其他油品质量检验和生物燃料质量检验。
各章前后分别设有学习指南（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本章小结、阅读材料与习题；书内附有20个油
品质量检验记录（报告）单和操作规程评分标准。
各油品测定试验方法，均采用国家或行业最新现行标准并在相应章节内给出。
本教材是按照“工学结合，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课程建设理念与思路进行编写的，可
供高职高专院校石油化工生产技术、石油炼制、工业分析以及商品检验等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石油化
工企业、油品销售公司等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本教材与以往业已出版的同类教材区别在于：①在课程通篇内容的架构上，并不是以油品的理化性能
和使用性能为出发点来进行篇章内容撰写，彻底地摆脱了既往过分强调先理论、后实践的弊端，更加
注重了理论与实践的协调统一和齐头并进的交融性。
②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进行了项目化教学新尝试：“所为者”（如第2、3、4、5章教学
情境），通过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更加密切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程度，针对炼油厂主流产品（汽油
、柴油、喷气燃料、润滑油）进行情境化教学（质量检验），要完成每一情境中的若干个任务，对学
生实践能力的提升面临着更大的考验；“不为者”（如第1、6章的课程引导知识、其他油品等），则
侧重于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和以拓宽并丰富学生的知识面为主导目的。
③此外，在第7章的教学情境中又人为地设置了学生并不熟悉的某具体油品的质量检验，可使学生能
够充分利用已掌握的理论、知识与技能，进一步巩固、锻炼和强化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相互间的协作精
神等，综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并为“油品检验工”取证奠定基础。
本教材比较突出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油品质量检验所依据的技术标准，进行了系统、全面和透彻的阐述。
如标准的分类和分级，标准的编号、属性与复审，非国内标准及其采标；产品质量标准的文件结构和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准的文件结构和检验操作规程以及取样与样品处理、试验结果的准确度与试验
报告等。
尤其是对测定方法或试验步骤中“检验操作规程”的理解，给出了必要和典型示例的解释，起到了“
抛砖引玉”的目的。
2多数篇章以“项目引领、任务驱动”进行情境化教学，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协调统一。
为充分体现专业课程的实践能力培养：针对主流油品质量检验，有目的地给学生或学习小组下达任务
单，采取不同渠道让他们按时完成检验方案、熟悉操作中的难点与注意事项等，获取各自的总体实践
方案以及油品分析和检验实训工作流程；并对操作过程和试验报告等进行多方位全面评价（附录C）
，熟悉油品分析的真实情境。
3主流产品（如汽油、柴油、喷气燃料、润滑油和生物柴油调合燃料）的质量检验，分置篇章进行情
境化教学。
如此安排教学内容：一方面对同类别油品的分析和检验项目有所侧重，适宜集中精力、攻克其关键指
标，为后续篇章教学内容或其他油品质量检验，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类同油
品指标在其他章节中再次赘述，人为增加教材篇幅。
油品质量检验操作规程（试验方法），在每章各节学习任务后及时给出，便于理论与实践内容的相互
交融，也有利于学生自行学习。
本教材第1章和第7章由孙乃有（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编写、第2章由王海超（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
校）编写、第5章由甘黎明（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3章由王海超和孙乃有编写、第4章由甘
黎明和张巧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编写、第6章由郗伟（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曹慧英（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编写。
全书由孙乃有、甘黎明统稿并任主编，王海超任副主编。
兰州石化公司质检处钱梅同志、大连石化公司质检处藤仁惠同志、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冯文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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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本书进行了审阅。
三位专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与建议，据此编者进行了大量修改与补充后形成最终定稿。
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疏漏之处，敬请广大同仁不吝赐教、直言斧正，也肯望读者给予批
评。
编者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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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职高专石油化工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教材共分七章，包括课程引导知识、汽油质量检验、柴油质量检验、喷气燃料质量检验、润滑油
质量检验、其他油品质量检验和生物燃料质量检验。
各章前后分别设有学习指南和本章小结、阅读材料与习题；书中附有油品质量检验操作规程（试验方
法）及评分标准等。

　　本教材可供高职高专院校石油化工生产技术、石油炼制、工业分析以及商品检验等专业学生使用
，也可作为石油化工企业、油品销售公司等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读者对象:
　　本教材可供高职高专院校石油化工生产技术、石油炼制、工业分析以及商品检验等专业学生使用
，也可作为石油化工企业、油品销售公司等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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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乙烯（丙烯、丁烯）、苯（甲苯、二甲苯）化工原料主要由上述（3）、（4）型炼油
厂制得。
对烯烃、芳香烃等进行再加工，可获得极其重要的下游产品（如橡胶、塑料和纤维三大合成材料等）
。
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公司）多采用原油深度加工流程，既生产燃料油品，又生产化工原料（中间体）
和化工产品，同时兼得润滑油（脂）等。
1.1.2.3  油品精制与调合（1）油品精制原油经过一次加工和某些二次加工所得的粗油品，一般尚不能
完全符合市售商品质量标准的技术要求，某些粗产品中还可能含有一定的杂质，如硫、氮、氧化合物
、混入其中的蜡和胶质以及影响油品实际应用的非理想成分。
它们的存在可使油品有臭味、色泽深，影响输送与贮存安全，腐蚀、磨损设备，燃烧后形成积炭、污
染环境等。
因此对油品中含有影响使用性能的杂质必须进行加工、处理，使油品完全达到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
这就是所谓的油品精制。
油品精制的主要工艺包括：酸碱精制、加氢精制、脱硫（臭）、溶剂精制、白土精制、脱蜡等。
（2）油品调合油品调合，就是将性质相近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油品（或其他组分）按最佳比例混合
均匀，使生产出的产品更具经济价值的工艺过程。
众所周知，供应市场的油品档次与牌号不同，其价格高低也不等，出厂油品不仅要保证产品质量，还
要本着优质、优价的基本原则，追求企业的最大经济效益，这就需要发挥每种油品（或组分）在某种
性能上的突出优势，与其他油品相互调合、匹配，并适当加入一定量的添加剂（用以改善调合后油品
的特定性能），使之既达到了产品质量标准的技术要求，又能取得企业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因此，油品调合是炼油厂生产和经营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
现以汽油为例，简要介绍一下其调合过程。
前已述及，在炼油厂或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的四种类型的原油加工流程中，通常都可获得汽油馏分或组
分，其来源是：一次加工（首道工序）的常、减压蒸馏的直馏汽油馏分，二次加工的催化重整、催化
裂化、加氢裂化、延迟焦化的汽油组分，三次加工的烷基化（以炼厂气丁烷、异丁烷为原料）的汽油
组分等。
在这些汽油组分中：直馏汽油性质安定，可直接用作半成品或调合制得成品；催化重整汽油，产量较
少，但辛烷值高，经调合也可制得成品（但对苯含量应注意控制）；催化裂化汽油，产量较多，又安
定性较好，辛烷值也较高，主要用作高辛烷值汽油和航空汽油的基本组分；加氢裂化汽油，虽安定性
好、腐蚀性小且凝点和冰点都很低，但由于设备投资较大、生产条件较为苛刻，一般多利用该加工工
艺去生产喷气燃料（航空煤油）；延迟焦化汽油，安定性较差，辛烷值也较低，须加氢精制且调合后
，才能成为合格的成品；烷基化或异构化汽油，辛烷值最高，可用作航空汽油和高级汽油的理想调合
组分。
目前，我国车用汽油（无铅）的调合，多以催化裂化汽油为主体，并按一定比例加入催化重整汽油、
烷基化汽油或高辛烷值的甲基叔丁基醚（MTBE）等，必要时加入适量的添加剂。
车用汽油调合的基本方案如表1-1所示。
调合过程的计算依据主要是辛烷值和蒸气压，其他指标通常在基体油品（组分）的加工过程中采取适
当的工艺和操作条件加以控制和调整。
油品调合是改善油品质量和性能而必须采用的一道生产工艺，主要分罐式和管道两种调合方式。
油品调合及其调合后成品油的质量检验，是炼厂油品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对获取高质量的油品起着
“把关”的地位和作用。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石油产品分析>>

编辑推荐

《石油产品分析》是全国高职高专石油化工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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