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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上半叶，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能源。
由石油加工过程直接生产的石油产品，如燃料油等，几乎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燃油品质的高低对燃油消耗、尾气排放、动力性能等至关重要，广泛采用的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是
在燃料油中加入添加剂。
但随着汽车工业及民航事业的发展，加之环保标准的日益严格化，对石油产品添加剂技术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这也使目前国内外对燃油添加剂的研究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
   尽管近十年来，在这方面开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逐渐成为一个热点，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有
关的总结性资料、书籍或参考资料仍然非常少。
燃料添加剂的研制、生产新技术及新工艺不断脱颖而出，为了拓宽读者的知识面，介绍燃料添加剂的
最新发展，作者综合了近年来国内外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结合多年在科研和教学中的成果与
经验编写了本书。
   本书对目前广泛使用的各种燃油添加剂的种类、合成工艺及其工业应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全书共分八章，大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燃料添加剂基本知识的简要介绍；第二部分详细阐
述了汽油添加剂、柴油添加剂、喷气燃料添加剂、通用保护性添加剂等燃料添加剂的基础知识；第三
部分详细介绍了各类常用燃料添加剂的合成工艺与应用技术。
   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王敏老师与王磊老师，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王敏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在
此表示感谢。
限于作者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给予批评与指正。
 编者 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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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目前广泛使用的燃料添加剂的发展、种类、作用机理、使用性能、合成工艺、工
业应用、最新相关技术以及未来研究动向等内容，收集、整理了大量燃油添加剂的最新研究资料、成
果和进展。
内容丰富，具有一定的知识广度和适中的理论深度，有较强实用性。
本书可供从事石油产品添加剂研究和开发的相关技术人员阅读和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化学及
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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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汽油机的爆震燃烧及产生的危害 在汽油机的压缩过程中，汽缸中可燃混合气
的温度和压力都上升得很快，汽油随之开始发生氧化反应并生成一些过氧化物。
当火花塞点火后，火花附近的混合气温度急剧升高，氧化加剧，进而出现最初的火焰中心。
在正常燃烧的情况下，火焰中心形成后，随即发生火焰传播现象，火焰的前锋会逐层向未燃混合气推
进。
未燃混合气和已燃混合气的接触部分因受热而温度升高，同时由于已燃混合气的膨胀而使其压力升高
，这样便以球面形状逐层发火燃烧，向前推进，传播速度较慢，压力变化速率也较为平缓，直到绝大
部分燃料燃尽为止。
这种燃烧情况下，发动机工作比较平稳，动力性能和经济性能均较好。
 而爆震是汽油机的一种不正常燃烧，它发生在燃烧过程的后期。
当火花塞点火后，随着最初形成的火焰中心在汽缸中的传播，未燃部分的混合气受已燃混合气的压缩
和热量的传递，温度和压力急剧升高，其氧化反应加速，过氧化物急剧分解，以致在最初形成的火焰
前锋尚未到达之前，未燃混合气的局部温度已超过其自燃点，从而发生爆炸性燃烧。
正常燃烧与爆震燃烧见表2—1。
 爆震燃烧对发动机的危害如下。
 ①由于爆震波以超音速向前推进，会撞击汽缸盖、活塞顶、汽缸壁、连杆、曲轴等机件，使其产生变
形甚至损坏。
 ②爆震燃烧的高压和高温，会破坏汽缸壁的润滑油膜的润滑性，使发动机磨损加快，密封性下降，发
动机功率降低。
 ③爆震燃烧产生的高温，会增加冷却系统的负担，易使发动机出现过热。
 ④爆震燃烧还会导致排气管冒黑烟，这是因为燃烧室中局部温度急剧升高，使燃烧产物CO2、CO等
发生离解而析出游离碳。
游离碳来不及燃烧被排出汽缸，形成黑烟，同时也造成燃料消耗量增加。
 爆震燃烧究其发生的原因，主要与汽油的化学组成和馏分有关。
如果汽油中含有过多容易氧化的组分，形成的过氧化物又不易分解，自燃点低，就很容易产生爆震现
象。
另一方面取决于发动机的工作条件和机械结构（主要是压缩比），汽油机的压缩比越大，压缩过程终
了时混合气的温度和压力就越高，这就大大加速了未燃混合气中过氧化物的生成和积聚，使其更容易
自燃。
因此，对于结构已经确定的汽油机，要求使用的燃料具有良好的燃烧性能，不会产生爆震现象。
 二、汽油抗爆性的表示方法 汽油的抗爆性用辛烷值（octane number）表示，简称ON。
它是在标准的试验用单缸发动机中，将待测试样与标准燃料进行对比试验而测定的。
异辛烷（2，2，4—三甲基戊烷）的抗爆性较好，辛烷值给定为100。
正庚烷的抗爆性差，辛烷值给定为0。
汽油辛烷值的测定是以异辛烷和正庚烷为标准燃料，按标准条件在实验室标准单缸汽油机上用对比法
进行的。
调节标准燃料组成的比例，使标准燃料产生的爆震强度与试样相同，此时标准燃料中异辛烷所占的体
积分数就是试样的辛烷值。
辛烷值的测定方法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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