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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氧化法可以将硫醇转化为二硫化物，但不能降低总硫

含量。单一使用一种精制技术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通常

使用几种精制技术的组合，但同时也要考虑装置复杂程度

和成本控制的问题。

加氢精制是目前国内外行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精制工

艺，发展于上世纪 70 年代。在规定反应条件和催化剂作

用下，氢气与航空煤油中的硫、氮、氧化物反应生成易除

去的 H2S、H2O、NH3，同时将重金属等杂质截留在催

化剂中，提高了油品的安定性和燃烧性。加氢深度影响航

空煤油中非烃化合物的转化程度，浅度加氢精制可除去环

烷酸、硫醇和胶质，明显改善颜色和安定性，但降低氮化

合物含量要依靠深度加氢精制，显著提高燃烧性能。但在

实际生产中，一味地追求加氢深度没有必要，加氢精制会

破坏天然存在的抗磨、抗氧组分，所以为平衡各方面的性

能，通常需要加入添加剂以解决这些问题。

2.3 添加剂

如前文所述，经过一系列工艺操作后，航空煤油的质

量特性仍需改善，为满足储存、运输、加注和航空器使用

要求，添加剂的使用应运而生。我国规定的 3 号喷气燃料

添加剂有抗静电剂、抗氧剂、抗磨剂、防冰剂、金属钝化

剂等。添加剂的使用不局限在生产处，视实际使用情况在

中下游也可添加。例如，目前大多数机场油库在接收油品

同时添加抗静电剂，以改善航空煤油的导电性，不易产生

和积聚电荷，保证输油和加注安全。

RCQ（Refinery Certificate of Quality，产品质量合格证）

和 RC （Release Certificate，发油合格证），且一般供

油企业在炼厂设有驻炼厂办事处，承担发油的质量监控责

任，包括装油前检查装油容器的清洗情况、核对数量、保

证产品质量合格证和发油合格证发送到接收单位等。

3.2 运输质量控制

航空燃料的运输方式一般有长输管线、船运、公路

运油车、铁路油罐车等，民用航空燃料长输管道应专管专

用，多品种管线输送的燃料专罐单独接收，管线内外均有

防腐涂层，并设置过滤器，通过膜片试验膜片颜色评级或

重量结果趋势作为过滤分离器有效性监控和管道清洁度的

参考；宜使用专用油船运输单一品种的航空燃料，否则应

在使用前进行有效清洗并出具船舱验舱报告，油码头、码

头油库，油船设施设备等均有材质和日常维护的控制要求；

公路运油车和铁路油罐车新车投入使用前应清洗和使用拟

装油品循环冲洗，油车沉淀槽和过滤器底部排放出的油品

无水分杂质方可使用。

3.3 接收和发出质量控制

接收单位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对燃料进行质量检查：

a）接收前确认接收管线、相关设备、接收油罐符合

接收和储存航空燃料的要求；

b）核对收发油证件、燃料规格牌号、运单号、车（船）

号、铅封标记、数量，检查产品质量合格证和发油合格证；

c）接收期间每 2 小时从接收燃料的过滤器沉淀槽中

排水分，并从排污槽取样进行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

停止卸油并进行调查；

d）观察过滤器压差，视情况进行膜片试验；

e）取样进行核对检验（check test，通过与前期结

果的比对，确认燃料的级别是否正确以及质量是否发生变

化的检验），包括外观检查和测量密度（标准温度下），

视情况加测电导率，或进行全规格检验，具体见表 1；

f）如果核对检验发现密度变化超过 ±3 千克 / 立方米、

发现大量水分或其他质量问题，应拒绝接收并立即与有关

部门联系，在获得满意解释后方可接收；

g）填写航空燃料接收检查单；

h）接收中添加抗静电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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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年发展和不断完善，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民

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MH/T 6020）作为

行业管控航空燃料质量的标准文件，在验收、接收、中转、

储存、发出、加注及检验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规定

了在出厂后为监控外来物质污染、控制航空燃料质量的具

体措施与方法，明确了在航空燃料供方中承担储存、运输、

检验责任的各部门工作目标和流程。

3.1 发出燃料的质量控制

航空燃料的储运、加注设备设施和取样检验方法都

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鲜明的行业特殊性。前文已经讨论了

炼制工艺对航空煤油质量特性的影响，产品出厂时应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