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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６５３７—２００６《３号喷气燃料》。本标准与ＧＢ６５３７—２００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标准由条文强制改为全文强制；

———增加了“缩略语”一章（见第３章）；

———增加了总硫、闪点、密度、黏度和净热值的测定方法（见第２章和表１）；

———取消了辉光值的指标（见２００６年版的表１）；

———对民用航空燃料取消了２０℃黏度和水反应的要求（见２００６年版的表１）；

———电导率的指标上限由４５０ｐＳ／ｍ改为６００ｐＳ／ｍ（见表１）；

———附录Ａ中取消了有关Ｔ１６０１的内容（见附录Ａ）；

———新增了有关合成烃类燃料的内容（见第１章、第２章、第３章、４．３、附录Ｂ和附录Ｃ）。

本标准由国家能源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空军油料研究所、中国航空油

料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陶志平、龚冬梅、张翠君、都长飞、李明、柳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６５３７—１９９４、ＧＢ６５３７—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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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号喷气燃料

警示———如果不遵守适当的防范措施，本标准所属产品在生产、贮运和使用等过程中可能存在危

险。本标准无意对与本产品有关的所有安全问题提出建议。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

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由天然原油或其馏分油加工制得的３号喷气燃料以及其与合成烃煤油馏分调合而成

的３号喷气燃料的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航空涡轮发动机用３号喷气燃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９０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ＧＢ／Ｔ２６１　闪点的测定　宾斯基马丁闭口杯法

ＧＢ／Ｔ２６５　石油产品运动粘度测定法和动力粘度计算法

ＧＢ／Ｔ３８０　石油产品硫含量测定法（燃灯法）

ＧＢ／Ｔ３８２　煤油和喷气燃料烟点测定法

ＧＢ／Ｔ３８４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ＧＢ／Ｔ５０９　发动机燃料实际胶质测定法

ＧＢ／Ｔ１７９２　汽油、煤油、喷气燃料和馏分燃料中硫醇硫的测定　电位滴定法

ＧＢ／Ｔ１７９３　航空燃料水反应试验法

ＧＢ／Ｔ１８８４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

ＧＢ／Ｔ１８８５　石油计量表

ＧＢ／Ｔ２４２９　航空燃料净热值计算法

ＧＢ／Ｔ２４３０　航空燃料冰点测定法

ＧＢ／Ｔ３５５５　石油产品赛波特颜色测定法（赛波特比色计法）

ＧＢ／Ｔ４７５６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ＧＢ／Ｔ５０９６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ＧＢ／Ｔ５２０８　闪点的测定　快速平衡闭杯法

ＧＢ／Ｔ６５３６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

ＧＢ／Ｔ６５３９　航空燃料与馏分燃料电导率测定法

ＧＢ／Ｔ８０１９　燃料胶质含量的测定　喷射蒸发法

ＧＢ／Ｔ９１６９　喷气燃料热氧化安定性的测定　ＪＦＴＯＴ法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液体石油产品烃类的测定　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ＧＢ／Ｔ１１１３３　石油产品、润滑油和添加剂中水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库仑滴定法

ＧＢ／Ｔ１１１４０　石油产品硫含量的测定　波长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法

ＧＢ／Ｔ１２５７４　喷气燃料总酸值测定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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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３６９０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ＧＢ／Ｔ１７０４０　石油和石油产品硫含量的测定　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法

ＧＢ／Ｔ２１７８９　石油产品和其他液体闪点的测定　阿贝尔闭口杯法

ＧＢ／Ｔ２１９２９　泰格闭口杯闪点测定法

ＧＢ３００００．７—２０１３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７部分：易燃液体

ＧＢ／Ｔ３０５１５　透明和不透明液体石油产品运动黏度测定法及动力黏度计算法

ＳＨ／Ｔ００２３　喷气燃料银片腐蚀试验法

ＳＨ／Ｔ００９３　喷气燃料固体颗粒污染物测定法

ＳＨ０１６４　石油产品包装、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ＮＢ／ＳＨ／Ｔ０１７４　石油产品和烃类溶剂中硫醇和其他硫化物的检验　博士试验法

ＳＨ／Ｔ０１８１　喷气燃料中萘系烃含量测定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ＳＨ／Ｔ０１８２　轻质石油产品中铜含量测定法（分光光度法）

ＳＨ／Ｔ０２５３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ＳＨ／Ｔ０５５８　石油馏分沸程分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ＳＨ／Ｔ０６０４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Ｕ形振动管法）

ＳＨ／Ｔ０６０６　中间馏分烃类组成测定法（质谱法）

ＳＨ／Ｔ０６１６　喷气燃料水分离指数测定法（手提式分离仪法）

ＳＨ／Ｔ０６５６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元素分析仪法）

ＳＨ／Ｔ０６５７　液态石油烃中痕量氮的测定　氧化燃烧和化学发光法

ＳＨ／Ｔ０６８７　航空涡轮燃料润滑性测定法（球柱润滑性评定仪法）

ＳＨ／Ｔ０６８９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他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紫外荧光法）

ＳＨ／Ｔ０７７０　航空燃料冰点测定法（自动相转换法）

ＮＢ／ＳＨ／Ｔ０８４２　汽油和柴油中硫含量的测定　单波长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法

ＮＢ／ＳＨ／Ｔ０８９２　中间馏分燃料中痕量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ＡＳＴＭＤ３３３８　航空燃料燃烧净热值估算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ｔＨｅａｔ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Ｆｕｅｌｓ）

ＡＳＴＭＤ７３５９　芳烃及其混合物中氟、氯和硫含量试验法［氧化高温水解燃烧离子色谱检测（燃烧

离子色谱ＣＩＣ）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ｏｔａｌＦｌｕｏｒｉｎｅ，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ａｎｄＳｕｌｆｕｒｉｎ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Ｐｙｒｏｈｙｄｒｏｌｙｔｉｃ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Ｉｏｎ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Ｉｏｎ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ＩＣ）］

ＩＰ５８５　航空涡轮燃料中源自生物柴油燃料脂肪酸甲酯（ＦＡＭＥ）测定　具备选择性的离子监控／

扫描的气质联用检验方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ｍｅｔｈｙｌｅｓｔｅｒｓ（ＦＡＭ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ｂｉｏ

ｄｉｅｓｅｌｆｕｅｌ，ｉ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ｔｕｒｂｉｎｅｆｕｅｌ—ＧＣＭＳｗｉｔ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ｃａ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ＩＰ５９０　航空涡轮燃料中源自生物柴油燃料脂肪酸甲酯（ＦＡＭＥ）测定　高性能液相色谱汽化光散

射检验器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ｍｅｔｈｙｌｅｓｔｅｒｓ（ＦＡＭ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ｆｕｅｌ，ｉｎａｖｉａ

ｔｉｏｎｔｕｒｂｉｎｅｆｕｅｌ—ＨＰＬＣ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ｇｈｔ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ｍｅｔｈｏｄ］

３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ＦＴＳＰＫ：费托合成油改质工艺生产的煤油组分（ＦｉｓｃｈｅｒＴｒｏｐｓｃ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ｉｃＫｅｒｏｓｉｎｅ）

ＨＥＦＡＳＰＫ：酯类和脂肪酸类加氢改质工艺生产的煤油组分（Ｈｙｄｒ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Ｅ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ｉｃＫｅｒｏｓｉｎ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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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要求和试验方法

４．１　产品生产所采用的原料、生产工艺及添加剂应符合规定的批准程序。添加剂的要求见附录Ａ。

４．２　３号喷气燃料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１。

表１　３号喷气燃料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外观
室温下清澈透明，

目视无不溶解水及固体物质
目测

颜色 不小于 ＋２５ａ ＧＢ／Ｔ３５５５

组成

　总酸值（以ＫＯＨ计）／（ｍｇ／ｇ） 不大于 ０．０１５ ＧＢ／Ｔ１２５７４

　芳烃（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２０．０ｂ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烯烃（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５．０ ＧＢ／Ｔ１１１３２

　总硫（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０．２０ ＳＨ／Ｔ０６８９ｃ

　硫醇硫
ｄ（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０．００２０ ＧＢ／Ｔ１７９２

　或博士试验 通过 ＮＢ／ＳＨ／Ｔ０１７４

　直馏组分体积分数／％ 报告 —

　加氢精制组分体积分数／％ 报告 —

　加氢裂化组分体积分数／％ 报告 —

　合成烃组分体积分数／％ 报告 —

挥发性

　馏程： ＧＢ／Ｔ６５３６ｅ

　　初馏点／℃ 报告

　　１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２０５

　　２０％回收温度／℃ 报告

　　５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２３２

　　９０％回收温度／℃ 报告

　　终馏点／℃ 不高于 ３００

　　残留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１．５

　　损失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１．５

闪点（闭口）／℃ 不低于 ３８ ＧＢ／Ｔ２１７８９ｆ

密度（２０℃）／（ｋｇ／ｍ
３） ７７５～８３０ ＧＢ／Ｔ１８８４、ＧＢ／Ｔ１８８５ｇ

流动性

　冰点／℃ 不高于 －４７ ＧＢ／Ｔ２４３０ｈ

　运动黏度／（ｍｍ２／ｓ） ＧＢ／Ｔ２６５ｉ

　　　　　　２０℃ 不小于 １．２５ｊ

　　　　　　－２０℃ 不大于 ８．０

燃烧性

　净热值／（ＭＪ／ｋｇ） 不小于 ４２．８ ＧＢ／Ｔ３８４ｋ

　烟点／ｍｍ 不小于 ２５．０ ＧＢ／Ｔ３８２

　或烟点最小为２０ｍｍ时，

　　萘系烃含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３．０ ＳＨ／Ｔ０１８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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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腐蚀性

　铜片腐蚀（１００℃，２ｈ）／级 不大于

　银片腐蚀
ｌ（５０℃，４ｈ）／级 不大于

１

１

ＧＢ／Ｔ５０９６

ＳＨ／Ｔ００２３

安定性

　热安定性（２６０℃，２．５ｈ） ＧＢ／Ｔ９１６９

　　压力降／ｋＰａ 不大于 ３．３

　　管壁评级／级 小于３，且无孔雀蓝色或

异常沉淀物

洁净性

　胶质含量／（ｍｇ／１００ｍＬ） 不大于 ７ ＧＢ／Ｔ８０１９ｍ

　水反应
ｎ ＧＢ／Ｔ１７９３

　　界面情况／级 不大于 １ｂ

　　分离程度／级 不大于 ２

　固体颗粒污染物含量／（ｍｇ／Ｌ） 不大于 １．０ ＳＨ／Ｔ００９３

导电性

　电导率
ｏ／（ｐＳ／ｍ） ５０～６００ ＧＢ／Ｔ６５３９

水分离指数 ＳＨ／Ｔ０６１６

　未加抗静电剂 不小于 ８５

　或加入抗静电剂 不小于 ７０

润滑性

　磨痕直径 ＷＳＤ／ｍｍ 不大于 ０．６５ｐ ＳＨ／Ｔ０６８７

　经铜精制工艺的喷气燃料，油样应按ＳＨ／Ｔ０１８２方法测定铜离子含量，不大于１５０μｇ／ｋｇ。

　含有合成烃的喷气燃料要求应符合４．３的要求。

　　
ａ 民用喷气燃料颜色为“报告”。从供应商输送到客户过程中，客户接收喷气燃料时，颜色若出现变化，执行以下

要求：初始赛波特颜色大于＋２５，变化不大于８；初始赛波特颜色在２５～１５之间，变化不大于５；初始赛波特颜

色小于１５时，变化不大于３。

ｂ 对于民用航空燃料规定为体积分数不大于２５．０％。

ｃ 硫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 ＧＢ／Ｔ３８０、ＧＢ／Ｔ１１１４０、ＧＢ／Ｔ１７０４０、ＳＨ／Ｔ０２５３、ＮＢ／ＳＨ／Ｔ０８４２，有争议时以

ＳＨ／Ｔ０６８９为准。

ｄ 硫醇硫和博士试验可任做一项，当硫醇硫和博士试验发生争议时，以硫醇硫为准。

ｅ 所有符合本标准的燃料在ＧＢ／Ｔ６５３６方法中应分在第四组，冷凝管温度为０℃～４℃。

ｆ 闪点的测定也可以采用ＧＢ／Ｔ２１９２９和ＧＢ／Ｔ２６１，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１７８９为准。

ｇ 密度的测定也可采用ＳＨ／Ｔ０６０４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１８８４、ＧＢ／Ｔ１８８５为准。

ｈ 冰点的测定也可采用ＳＨ／Ｔ０７７０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４３０为准。

ｉ 黏度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３０５１５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６５为准。

ｊ 对于民用航空燃料，２０℃的黏度指标不作要求。

ｋ 净热值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２４２９、ＡＳＴＭＤ３３３８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３８４为准。

ｌ 对于民用航空燃料，此项指标可不要求。

ｍ 胶质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５０９，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８０１９为准。

ｎ 对于民用航空燃料，对此项指标不作要求。

ｏ 燃料离厂时要求大于１５０ｐＳ／ｍ（２０℃）。如燃料不要求加抗静电剂，对此项指标不作要求。

ｐ 民用航空燃料要求 ＷＳＤ不大于０．８５ｍ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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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含ＦＴＳＰＫ或ＨＥＦＡＳＰＫ合成烃类组分的３号喷气燃料的技术要求除符合表１要求外还应符合

如下要求：

ＦＴＳＰＫ和 ＨＥＦＡＳＰＫ合成烃类组分分别见附录Ｂ和附录Ｃ。含合成烃类组分的３号喷气燃料

中，ＦＴＳＰＫ或 ＨＥＦＡＳＰＫ组分的体积分数应不高于５０％；芳烃体积分数不低于８．０％，馏程５０％与

１０％回收温度差不小于１５℃，９０％与１０％回收温度差不小于４０℃。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检验分类与检验项目

本产品检验为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第４章技术要求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

５．２　组批

在原材料、工艺不变的条件下，产品每生产一罐或釜为一批。

５．３　取样

取样按ＧＢ／Ｔ４７５６进行。每批产品取７Ｌ油样作为检验用，１Ｌ油样作为留样。

５．４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结果应全部合格，方可出厂。

５．５　复验规则

如出厂检验结果中有不符合第４章要求规定时，按ＧＢ／Ｔ４７５６的规定重新抽取双倍样品进行复

检，复检结果如仍有不符合第４章规定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６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根据ＧＢ３００００．７—２０１３，３号喷气燃料属于易燃液体，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交货验收按

ＳＨ０１６４、ＧＢ１３６９０和ＧＢ１９０进行。

７　安全

根据ＧＢ３００００．７—２０１３，３号喷气燃料属于易燃液体，其危险说明和防范说明见 ＧＢ３００００．７—

２０１３的附录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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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添加剂的名称及加入量

犃．１　抗静电剂的名称及加入量

Ｔ１５０２或Ｓｔａｄｉｓ４５０。初次加入量不大于３．０ｍｇ／Ｌ，累积加入量不大于５．０ｍｇ／Ｌ。

犃．２　抗氧剂的名称及加入量

２，６二叔丁基对甲基苯酚。当采用加氢工艺生产喷气燃料时，应加入抗氧剂１７．０ｍｇ／Ｌ～

２４．０ｍｇ／Ｌ。

犃．３　抗磨剂的名称及加入量

环烷酸型（Ｔ１６０２），加入量不大于２０．０ｍｇ／Ｌ。

犃．４　防冰剂的名称及加入量

在用户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加入乙二醇甲醚或二乙二醇甲醚，加入量体积分数为０．１０％～０．１５％。

犃．５　金属钝化剂的名称及加入量

在用户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加入 犖，犖’二水杨基１，２丙烷二胺。首次加入量不得超过

２．０ｍｇ／Ｌ，累计加入量不得超过５．７ｍｇ／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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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费托合成油改质工艺生产的煤油组分（犉犜犛犘犓）

犅．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来自于非石油基，采用ＦＴＳＰＫ，作为３号喷气燃料调合组分使用时的技术要求和试

验方法。

本附录所规定的合成烃调合组分不能单独供航空涡轮发动机使用，应与传统喷气燃料或传统喷气

燃料调合组分进行调合后使用。

犅．２　要求和试验方法

ＦＴＳＰＫ应是全部由合成气和使用铁或钴催化剂的费托工艺生产的中间馏分，并进一步采用加氢

精制、加氢裂化或加氢异构化和分馏，及结合其他传统炼油工艺处理而得到的产品。

产品的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Ｂ．１中所列的各项要求。

表犅．１　犉犜犛犘犓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组成

总酸值（以ＫＯＨ计）／（ｍｇ／ｇ） 不大于 ０．０１５ ＧＢ／Ｔ１２５７４

挥发性

　馏程须同时符合以下两个要求

　馏程 ＧＢ／Ｔ６５３６ａ

　　１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２０５

　　５０％回收温度／℃ 报告

　　９０％回收温度／℃ 报告

　　终馏点温度／℃ 不高于 ３００

　　Ｔ９０Ｔ１０／℃ 不小于 ２２

　　残留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损失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１．５

１．５

　模拟蒸馏

　　１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２０５ ＳＨ／Ｔ０５５８

　　５０％回收温度／℃ 报告

　　９０％回收温度／℃ 报告

　　终馏点温度／℃ 不高于 ３００

闪点／℃ 不低于 ３８ ＧＢ／Ｔ２１７８９ｂ

密度（２０℃）／（ｋｇ／ｍ
３） ７３０～７７０ ＧＢ／Ｔ１８８４、ＧＢ／Ｔ１８８５ｃ

流动性

　冰点／℃ 不高于 －４０ ＧＢ／Ｔ２４３０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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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安定性

　热安定性（３２５℃，２．５ｈ）
ＧＢ／Ｔ９１６９

　　压力降／ｋＰａ 不大于 ３．３

　　管壁评级／级 小于３，且无孔雀

蓝色或异常沉淀物

烃类组成（质量分数）／％

　环烷烃 不大于 １５ ＳＨ／Ｔ０６０６

　芳烃 不大于 ０．５ ＳＨ／Ｔ０６０６

　烷烃 报告 ＳＨ／Ｔ０６０６

　碳和氢 不低于 ９９．５ ＳＨ／Ｔ０６５６

非烃类组成／（ｍｇ／ｋｇ）

　氮 不大于 ２ ＳＨ／Ｔ０６５７

　水 不大于 ７５ ＧＢ／Ｔ１１１３３

　硫 不大于 １５ ＳＨ／Ｔ０６８９ｅ

　金属含量／（ｍｇ／ｋｇ） 不大于 每种金属０．１ ＮＢ／ＳＨ／Ｔ０８９２

　　铝、钙、钴、铬、铜、铁、钾、锂、

　　镁、锰、钼、钠、镍、磷、铅、钯、

　　铂、锡、锶、钛、钒、锌

　卤素含量／（ｍｇ／ｋｇ） 不大于 １ ＡＳＴＭＤ７３５９

添加剂

　抗氧剂加入量
ｆ／（ｍｇ／Ｌ） １７～２４ —

　　
ａ 所有符合本标准的燃料在ＧＢ／Ｔ６５３６方法中应分在第四组，冷凝管温度为０℃～４℃。

ｂ 闪点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５２０８和ＧＢ／Ｔ２１９２９试验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１７８９为准。

ｃ 密度的测定也可采用ＳＨ／Ｔ０６０４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１８８４为准。

ｄ 冰点的测定也可采用ＳＨ／Ｔ０７７０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４３０为准。

ｅ 硫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１１１４０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ＳＨ／Ｔ０６８９为准。

ｆ 报告抗氧剂的实际加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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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酯类和脂肪酸类加氢改质工艺生产的煤油组分（犎犈犉犃犛犘犓）

犆．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来自于非石油基，采用 ＨＥＦＡＳＰＫ组分作为调合组分使用时的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

本附录所规定的合成烃调合组分不能单独供航空涡轮发动机使用，应与传统喷气燃料或传统喷气

燃料调合组分进行调合后使用。

犆．２　要求和试验方法

ＨＥＦＡＳＰＫ应是全部由酯类和脂肪酸类经加氢脱氧生产的中间馏分，并进一步采用加氢精制、加

氢裂化或加氢异构化和分馏，及结合其他传统炼油工艺处理而得到的产品。

产品的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Ｃ．１中所列的各项要求。

表犆．１　犎犈犉犃犛犘犓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组成

　总酸值（以ＫＯＨ计）／（ｍｇ／ｇ） 不大于 ０．０１５ ＧＢ／Ｔ１２５７４

挥发性

　馏程须同时符合以下两个要求

　馏程 ＧＢ／Ｔ６５３６ａ

　　１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２０５

　　５０％回收温度／℃ 报告

　　９０％回收温度／℃ 报告

　　终馏点温度／℃ 不高于 ３００

　　Ｔ９０Ｔ１０／℃ 不小于 ２２

　　残留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１．５

　　损失量（体积分数）／％ 不大于 １．５

　模拟蒸馏 ＳＨ／Ｔ０５５８

　　１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２０５

　　５０％回收温度／℃ 报告

　　９０％回收温度／℃ 报告

　　终馏点温度／℃ 不高于 ３００

闪点／℃ 不低于 ３８ ＧＢ／Ｔ２１７８９ｂ

密度（２０℃）／（ｋｇ／ｍ
３） ７３０～７７０ ＧＢ／Ｔ１８８４、ＧＢ／Ｔ１８８５ｃ

流动性

　冰点／℃ 不高于 －４０ ＧＢ／Ｔ２４３０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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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犆．１（续）

项 目 指 标 试验方法

实际胶质／（ｍｇ／１００ｍＬ） 不大于 ７ ＧＢ／Ｔ８０１９ｅ

ＦＡＭＥ含量／（ｍｇ／ｋｇ） 不大于 ５ ＩＰ５８５或ＩＰ５９０

安定性

　热安定性（３２５℃，２．５ｈ） ＧＢ／Ｔ９１６９

　压力降／ｋＰａ 不高于 ３．３

　管壁评级／级 小于３，且无孔雀

蓝色或异常沉淀物

烃类组成（质量分数）／％

　环烷烃 不大于 １５ ＳＨ／Ｔ０６０６

　芳烃 不大于 ０．５ ＳＨ／Ｔ０６０６

　烷烃 报告 ＳＨ／Ｔ０６０６

　碳和氢 不低于 ９９．５ ＳＨ／Ｔ０６５６

非烃类组成／（ｍｇ／ｋｇ）

　氮 不大于 ２ ＳＨ／Ｔ０６５７

　水 不大于 ７５ ＧＢ／Ｔ１１１３３

　硫 不大于 １５ ＳＨ／Ｔ０６８９ｆ

　金属含量／（ｍｇ／ｋｇ） 不大于 每种金属０．１ ＮＢ／ＳＨ／Ｔ０８９２

　　铝、钙、钴、铬、铜、铁、钾、锂、镁、

　　锰、钼、钠、镍、磷、铅、钯、铂、锡、

　　锶、钛、钒、锌

　卤素／（ｍｇ／ｋｇ） 不大于 １ ＡＳＴＭＤ７３５９

添加剂

　抗氧剂加入量ｇ／（ｍｇ／Ｌ） １７～２４ —

　　
ａ 所有符合本标准的燃料在ＧＢ／Ｔ６５３６方法中应分在第四组，冷凝管温度为０℃～４℃。

ｂ 闪点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５２０８和ＧＢ／Ｔ２１９２９试验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１７８９为准。

ｃ 密度的测定也可采用ＳＨ／Ｔ０６０４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１８８４为准。

ｄ 冰点的测定也可采用ＳＨ／Ｔ０７７０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４３０为准。

ｅ 胶质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５０９，如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８０１９为准。

ｆ 硫含量的测定也可采用ＧＢ／Ｔ１１１４０方法，如有争议时以ＳＨ／Ｔ０６８９为准。

ｇ 报告抗氧剂的实际加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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