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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陕

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永坪炼油厂、北京楚翔飞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常春艳、史延强、徐广通、陶志平、马春阳、石琰美、赵东升、赵杰、蔡海军、

徐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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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喷气燃料中的芳烃含量已成为喷气燃料规格中的重要质量指标。本文件可测定喷气燃料中的芳烃

的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该数据对监控喷气燃料生产装置的工艺状况、喷气燃料生产新工艺开发和喷

气燃料的质量控制都非常重要。
本文件与GB/T11132相比,影响分析结果的因素较少,试验步骤简单,分析周期短,并有利于改善

试验环境,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分析结果的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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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气燃料中芳烃总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本文件的使用可能涉及某些有危险

的材料、设备和操作,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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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描述了采用气相色谱仪测定喷气燃料中芳烃总量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终馏点300℃以下的喷气燃料中芳烃总量的测定,芳烃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测定范

围为0.5%~35%。
注:喷气燃料中烯烃的含量受其生产工艺的影响,含量较低,本文件中所使用捕集材料为可逆选择性吸附材料,在

分析过程中选择性吸附芳烃组分,若样品中含有烯烃,烯烃和芳烃共流出,芳烃的测定结果将偏大。

本文件不适用于测定各烃族中的单体烃组分含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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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4756 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

GB/T6683 石油产品试验方法精密度数据确定法

GB/T27867 石油液体管线自动取样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饱和烃 saturates
碳碳间、碳氢间均以单键相连的碳氢化合物。

3.2 
芳烃 aromatics
含有一个或多个苯环结构的碳氢化合物。

3.3 
芳烃捕集阱 aromaticstrap
用于从喷气燃料样品中选择性保留芳烃组分的色谱柱,该色谱柱在特定的温度下对芳烃组分的捕

集与释放具有良好的可逆性,可以重复使用。

4 方法原理和概要

4.1 气相色谱法测定喷气燃料烃族组分的分析原理见图1。喷气燃料样品进入色谱系统后,通过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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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阀的切换,芳烃捕集阱接入气路,喷气燃料样品进入芳烃捕集阱,样品中的芳烃被选择性地保留,饱
和烃组分穿过芳烃捕集阱进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饱和烃组分通过芳烃捕集阱后,通过另一

个六通阀的切换,对芳烃捕集阱中的芳烃组分进行反吹,在适当条件下使芳烃捕集阱中的芳烃脱附并进

入FID,色谱出峰顺序为饱和烃、芳烃。

4.2 样品无需预处理,直接进样。采用校正样品确定各烃族组分的保留时间和相对质量校正因子。按

确定步骤测量喷气燃料样品中各烃族组分的色谱峰面积,采用校正的面积归一化法定量,计算样品中各

烃族组分的体积分数或质量分数。

图1 气相色谱法分析喷气燃料中芳烃组分原理图

5 干扰物质

5.1 样品中高碳数直链烷烃(C18以上),在芳烃捕集阱中与芳烃不能完全分离,影响芳烃组分的检测,
会使芳烃测定结果偏大。

5.2 如喷气燃料中存在微量烯烃,将与芳烃一起出峰,此时得到的芳烃含量为芳烃与烯烃的总量。

5.3 喷气燃料中的少量含硫、氮、氧的化合物在芳烃捕集阱中可能产生不可逆吸附,最终可能降低芳烃

捕集阱的容量或使用寿命。

6 仪器

6.1 气相色谱仪

6.1.1 一般要求

气相色谱仪应至少包括进样系统、汽化室、色谱柱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色谱工作站和气

体流量控制系统。气相色谱仪及分离系统(6.2)示意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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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进样系统;                 7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2———汽化室; 8 ———色谱工作站;

3,4———六通阀; 9 ———切换阀温度控制系统;

5———芳烃捕集阱; 10———色谱柱箱。

6———平衡柱;

图2 气相色谱仪及分离系统示意图

6.1.2 进样系统

应能将0.05μL的样品导入气相色谱仪的汽化室。微量注射器、自动进样器都能很好地进样。

6.1.3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应符合或优于表1中的要求。

表1 FID性能要求

性能 典型值

噪声/A 10-13~10-12

漂移/(A/h) 10-12

检测限/(g/s) 10-11~10-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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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色谱工作站

应具有下列功能:

a) 显示采集的色谱图;

b) 显示色谱峰的峰面积及面积分数数据;

c) 校正因子的计算及使用;

d) 能处理噪声和鬼峰;

e) 能进行必要的手动积分处理;

f) 能使用色谱峰面积(或面积分数)、相对质量校正因子和有关参数进行校正的面积归一化方法

计算测定结果。

6.2 分离系统

6.2.1 芳烃捕集阱

在120℃~160℃范围内,芳烃捕集阱应定量保留所有C8~C17的芳烃,且所有沸点300℃以下的

饱和烃组分无保留。在175℃~270℃,该芳烃捕集阱应释放所有保留的组分。
如发现芳烃捕集阱有芳烃逃逸现象,宜调整操作条件甚至更换芳烃捕集阱。典型芳烃逃逸谱图见

图3。

6.2.2 平衡柱

应对烃族组分无保留或吸附,只起压力平衡作用,以保证阀切换后基线的平稳。

6.2.3 切换阀

分离系统包括两个点位六通阀,阀的切换可手动也可自动。

6.2.4 阀切换驱动系统

如阀切换采用气动驱动系统,则供给气动系统的空气压力应满足驱动的要求,以迅速实现阀的

切换。

6.2.5 温度控制系统

芳烃捕集阱和切换阀都应具有独立的温度控制系统,接触样品的所有组件应保持一定的温度以防

止样品冷凝。表2中给出了分离系统组件操作温度范围和温度控制的要求。所列温度只是一个典型的

操作温度范围,使用时可根据芳烃捕集阱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温度控制可采用各种方式满足分离

系统的要求。

表2 系统组件的温度控制

组件
典型操作温度

℃
温度控制

芳烃捕集阱 120~270 程序升温/(40℃/min)

六通阀 160~210 恒温

样品管线 160~220 恒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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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典型芳烃逃逸谱图

6.3 载气纯化装置

为保证芳烃捕集阱的使用寿命,除应使用分子筛、活性炭等净化器脱除载气中的水和烃类杂质外,
还应装脱氧净化器,确保载气中的氧含量在1mg/L以下。

7 试剂及材料

7.1 试剂

应使用分析纯或以上的试剂。

7.1.1 校正样品

包括癸烷、正十一烷、正十二烷、正十三烷、正十四烷、正十五烷、己基环己烷、戊基环己烷、十氢萘、
异丙苯、丁基苯、四氢萘和1-甲基萘。

7.1.2 校正样品制备

为减少配制过程中烃族组分挥发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宜按照试剂的挥发性由低到高的次序,以质量

比制备校正样品;宜配制饱和烃和芳烃各自的混合组分,称量的典型值见表3,校正样品配制时可根据

测量实际样品的具体情况进行配制,使校正样品与待测样品的浓度接近,表4给出了一组典型校正样品

的配制比例。

表3 校正样品中各烃族组分的配制比例

饱和烃 芳烃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

体积分数

%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

体积分数

%

癸烷 6.0 7.0 异丙苯 25.0 27.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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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校正样品中各烃族组分的配制比例 (续)

饱和烃 芳烃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

体积分数

%
化合物名称

质量分数

%

体积分数

%

正十一烷 9.0 10.0 丁基苯 32.0 33.0

正十二烷 17.0 18.0 四氢萘 39.0 37.0

正十三烷 9.0 10.0 1-甲基萘 4.0 3.0

正十四烷 9.0 9.0

正十五烷 7.0 7.0

戊基环己烷 18.0 17.0

己基环己烷 11.0 10.0

十氢萘 14.0 12.0

合计 100 100 合计 100 100

  表中的质量分数与体积分数并非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宜按表中所列体积分数量取,然后进行准确的称量,以得

到精确的质量分数,计算校正因子。

表4 典型校正样品的配制

序号

饱和烃

质量分数

%

体积分数

%

芳烃

质量分数

%

体积分数

%

1 95.5 96.0 4.5 4.0

2 91.0 92.0 9.0 8.0

3 87.0 88.0 13.0 12.0

4 83.0 85.0 17.0 15.0

5 78.0 80.0 22.0 20.0

  表中的质量分数与体积分数并非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宜按表中所列体积分数量取,然后进行准确的称量,以得

到精确的质量分数,计算校正因子。

7.2 压缩空气

助燃气,无游离水及机械杂质。应按照6.3的规定进行净化。
警示———高压气体。

7.3 氢气

燃气,纯度不小于99.9%。应按照6.3的规定进行净化。
警示———高压气体,极易燃。

7.4 载气

高纯氮气或氦气,应按6.3的规定进行净化。
6

GB/T40500—2021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1
2
1
7
0
9
7
2
0
9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1
2
1
7
-
1
0
2
5
-
5
1
8
4
-
1
5
5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警示———高压气体。

7.5 样品瓶

应使用顶部有压盖或螺旋扣盖且盖中衬有外层为聚四氟乙烯面的橡胶密封垫的玻璃小瓶。

7.6 质量控制检查样品

质量控制检查样品应由与被测样品相近的烃类化合物组成,并充分混合均匀。质量控制检查样品

应采用安瓿瓶封装后在0℃~4℃储存,在储存期间组成保持不变。

8 取样

应按照GB/T4756或GB/T27867的要求取样。样品如不立即分析,应密封后于0℃~4℃储存。
分析前样品温度应达到室温。

9 仪器准备

9.1 集成气相色谱仪及分离系统。如采用商品化系统,安装、定位和系统优化可与生产厂商联系。

9.2 通过实际样品、质量控制检查样品或校正样品检验芳烃捕集阱对饱和烃和芳烃的分离效果及饱和

烃完全通过芳烃捕集阱的时间,以此确定六通阀的切换时间,调整芳烃捕集阱的温度直至满足试验条

件。典型的色谱操作条件见表5。

表5 典型色谱操作条件

操作条件 典型参数

汽化室温度/℃ 300

芳烃捕集温度/℃ 155

芳烃释放温度/℃ 205

载气流量/(mL/min) 30

检测器温度/℃ 280

气体流量/(mL/min)
空气

氢气

400

40

进样量/μL 0.05

六通阀切换驱动压力/kPa 200

10 校正和标准化

10.1 保留时间的确定

通过校正样品确定饱和烃和芳烃组分的保留时间。表6给出了典型色谱操作条件下(见表5)通过

芳烃捕集阱分离各组分的保留时间,图4给出了质量控制检查样品的色谱图。

7

GB/T40500—2021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1
2
1
7
0
9
7
2
0
9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1
2
1
7
-
1
0
2
5
-
5
1
8
4
-
1
5
5
1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表6 各烃族组分典型保留时间

烃族组分
保留时间

min

饱和烃组分 0.12~2.0

芳烃组分 5.5~7.0

图4 质量控制检查样品色谱图

10.2 校正步骤

根据校正样品中饱和烃及芳烃所占的质量分数(CS 及CA)和色谱测定的峰面积分数(PS 及PA),

以芳烃为标准物质计算饱和烃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则芳烃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为1。饱和烃的相

对质量校正因子按公式(1)计算:

fS=(CS×PA)/(CA×PS) ……………………(1)

  式中:

fS———饱和烃组分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以芳烃组分为标准物质);

CA———校正样品中芳烃的质量分数,%;

PA———色谱测定的校正样品中芳烃峰面积分数,%;

CS———校正样品中饱和烃的质量分数,%;

PS———色谱测定的校正样品的饱和烃峰面积分数,%。

11 试验步骤

11.1 仪器检查

开机后,检查气相色谱仪及分离系统的参数设置是否准确。为净化仪器系统,分析样品前应按样品

的分析步骤将仪器空运行一次,以驱除系统中的残留杂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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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样品分析

取0.05μL样品进样,样品气化后进入芳烃捕集阱,饱和烃组分通过芳烃捕集阱,进入FID检测(见
图2),待饱和烃完全流出后,切换六通阀(见图2中序号4),同时升高芳烃捕集阱温度,芳烃由芳烃捕集

阱中脱附进入FID检测。得到的色谱图经色谱工作站分析处理,计算芳烃组分的质量分数。典型的喷

气燃料样品测定色谱图见图5。

图5 典型的喷气燃料样品测定色谱图

12 质量控制检查

为确认仪器的可靠性,每次开机运行待测样品前应分析质量控制检查样品;连续开机运行时,每周

应分析质量控制检查样品。质量控制检查样品的分析步骤应与喷气燃料样品分析步骤一致,两次质量

控制检查样品结果的绝对差值应符合15.2规定的重复性要求,同时测定结果与质量控制样品已知含量

值的绝对差值应符合15.3规定的再现性要求。如测定结果超出要求,应确定误差源,并进行必要的

修正。

13 计算

13.1 谱图积分状况核对

检查色谱工作站对谱图的积分状况,以确定对所有的色谱峰都进行了合理的积分,如不合理可采用

工作站的手动积分功能进行重新积分。
注:不合理的基线切割和积分将对含量较低的组分分析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

13.2 样品中芳烃的质量分数计算

样品中芳烃的质量分数(%)按公式(2)计算:
Cm=(P'A×fA)/(P'A×fA+P'S×fS)×100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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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m ———样品中芳烃的质量分数,%;

fA ———芳烃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其值为1;

fS ———饱和烃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P'A ———样品中芳烃组分测得的色谱峰面积分数,%;

P'S ———样品中饱和烃组分测得的色谱峰面积分数,%。

13.3 样品中芳烃的体积分数计算

样品中芳烃的体积分数(%)按公式(3)进行计算:

CV=(P'A×fA/dA)/(P'A×fA/dA+P'S×fS/dS)×100
……………………(3)

  式中:

CV ———样品中芳烃的体积分数,%;

fA ———芳烃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其值为1;

fS ———饱和烃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P'A———样品中芳烃组分测得的色谱峰面积分数,%;

P'S———样品中饱和烃组分测得的色谱峰面积分数,%;

dA ———样品中芳烃组分的加权密度平均值,取值为0.886g/cm3,见附录A中表A.3;

dS ———样品中饱和烃组分的加权密度平均值,取值为0.786g/cm3,见表A.3。

14 报告

报告结果应精确至0.1%。

15 精密度

15.1 概述

本文件的精密度协作试验是通过6家实验室的6台仪器,对21个样品进行了测试,其中纯化合物

配制样品2个,使用芳烃与喷气燃料调制样品6个,实际喷气燃料样品13个,样品中芳烃的质量分数或

体积分数为0.5%~35%,按照GB/T6683统计分析并确定方法的精密度。15.2、15.3规定了判断试验

结果的可靠性要求(95%置信水平)。

15.2 重复性

由同一操作者,在同一实验室,使用同一台仪器,对同一样品连续测定的两个重复试验结果之差,不
应超过公式(4)的计算值和表7所列的典型值。

r=0.256Xn,n+1
0.1625 ……………………(4)

  式中:

Xn,n+1———同一试样两个连续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15.3 再现性

不同实验室的不同操作者,使用不同仪器对同一样品进行试验,所测得的两个单一、独立的试验结

果之差,不应超过公式(5)的计算值和表7所列的典型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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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507Xn
0.2344 ……………………(5)

  式中:

Xn ———同一试样两个单一、独立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表7 典型含量水平下的精密度

组分
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

%

重复性

%

再现性

%

芳烃

1 0.3 0.5

5 0.3 0.7

10 0.4 0.9

15 0.4 1.0

20 0.4 1.0

25 0.4 1.1

30 0.5 1.1

35 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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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喷气燃料中饱和烃与芳烃组分质量分数与体积分数的换算

根据喷气燃料中饱和烃与芳烃组分的密度值进行测定结果质量分数与体积分数的换算。在喷气燃

料馏分范围内,链烷烃、一环烷烃、二环烷烃、烷基苯、茚满或四氢萘各碳数密度值见表A.1。
可使用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法测定喷气燃料中不同烃类的碳数分布,数据按 NB/SH/T0606

校正后,可获得如表A.2所示不同碳数组分的组成数据。
烃族组分的加权密度的计算如下:
a) 链烷烃的加权密度按公式(A.1)计算:

dP =
∑iPidPi

PT
……………………(A.1)

式中:
dP ———链烷烃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Pi ———不同碳数链烷烃的质量分数,%;

dPi
———不同碳数链烷烃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PT———不同碳数链烷烃的质量分数之和,%。
b) 一环环烷烃的加权密度按公式(A.2)计算:

dN1 =
∑iN

1
idN1i

N1
T

……………………(A.2)

式中:
dN1 ———一环环烷烃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N1
i ———不同碳数一环环烷烃的质量分数,%;

dN1i
———不同碳数一环环烷烃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N1
T ———不同碳数一环环烷烃的质量分数之和,%。

c) 二环环烷烃的加权密度按公式(A.3)计算:

dN2 =
∑iN

2
idN2i

N2
T

……………………(A.3)

式中:
dN2———二环环烷烃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N2
i ———不同碳数二环环烷烃的质量分数,%;

dN2i
———不同碳数二环环烷烃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N2
T ———不同碳数二环环烷烃的质量分数之和,%。

d) 饱和烃的加权密度按公式(A.4)计算:

dS =
PTdP +N1

TdN1 +N2
TdN2

ST
……………………(A.4)

式中:
dS ———饱和烃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ST ———饱和烃的质量分数,%,其值为PT、N1
T 和N2

T 之和。
e) 烷基苯的加权密度按公式(A.5)计算:

dA1 =
∑iA

1
idA1i

A1
T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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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A

1———烷基苯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A1
i ———不同碳数烷基苯的质量分数,%;

dA1i
———不同碳数烷基苯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A1
T ———不同碳数烷基苯的质量分数之和,%。

f) 茚满或四氢萘的加权密度按公式(A.6)计算:

dA2 =
∑iA

2
idA2i

A2
T

……………………(A.6)

式中:

dA2———茚满或四氢萘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A2
i ———不同碳数茚满或四氢萘的质量分数,%;

dA2i
———不同碳数茚满或四氢萘的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A2
T ———不同碳数茚满或四氢萘的质量分数之和,%。

g) 芳烃的加权密度按公式(A.7)计算:

dA =
A1

TdA1 +A2
TdA2

AT
……………………(A.7)

式中:
dA ———芳烃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AT———芳烃的质量分数,%,其值为A1
T 和A2

T 之和。

h) 按公式(A.8)进行质量分数与体积分数的转换:

Vi=
mi/di

∑mi/di
×100 ……………………(A.8)

式中:

Vi ———样品中i组分的体积分数,%;

mi———i组分的质量分数,%;

di ———i组分的加权密度,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3)。

表 A.1 不同碳数组分的密度(20℃)

碳原子数
链烷烃P

g/cm3
一环烷烃 N1

g/cm3
二环烷烃 N2

g/cm3
烷基苯A1

g/cm3
茚满或四氢萘A2

g/cm3

8 0.703a 0.781a 0.867a

9 0.718a 0.793a 0.879b 0.862a 0.964b

10 0.730a 0.813a 0.883b 0.864a 0.970b

11 0.741a 0.807b 0.853b 0.858a 0.972b

12 0.751a 0.808b 0.848b 0.860b 0.947b

13 0.757a 0.812b 0.879b 0.859b 0.939b

14 0.765a 0.815b 0.886b 0.858b 0.931b

15 0.770a 0.817b 0.848b 0.864b 0.925b

16 0.774a 0.817b 0.848b 0.856b 0.920b

17 0.775a 0.814b 0.848b 0.855b 0.8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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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不同碳数组分的密度(20℃)(续)

碳原子数
链烷烃P

g/cm3
一环烷烃 N1

g/cm3
二环烷烃 N2

g/cm3
烷基苯A1

g/cm3
茚满或四氢萘A2

g/cm3

18 0.775a 0.825b 0.869b 0.858b 0.895b

  a 取自《化学化工物性数据手册(有机卷)》。
b 取自Scifinder网络数据库。

表 A.2 不同碳数组分的组成

碳原子数 链烷烃P 一环烷烃 N1 二环烷烃 N2 烷基苯A1 茚满或四氢萘A2

8 P8 N1
8 A1

8

9 P9 N1
9 N2

9 A1
9 A2

9

10 P10 N1
10 N2

10 A1
10 A2

10

11 P11 N1
11 N2

11 A1
11 A2

11

12 P12 N1
12 N2

12 A1
12 A2

12

13 P13 N1
13 N2

13 A1
13 A2

13

14 P14 N1
14 N2

14 A1
14 A2

14

15 P15 N1
15 N2

15 A1
15 A2

15

16 P16 N1
16 N2

16 A1
16 A2

16

17 P17 N1
17 N2

17 A1
17 A2

17

18 P18 N1
18 N2

18 A1
18 A2

18

  本文件选取了10种喷气燃料样品为计算对象,分别计算了10种喷气燃料样品中饱和烃与芳烃组

分的加权密度,结果如表A.3所示。

表 A.3 10种喷气燃料样品饱和烃与芳烃加权密度值

样品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饱和烃加权密度/

(g/cm3)
0.768 0.800 0.802 0.780 0.789 0.770 0.800 0.804 0.777 0.768

芳烃加权密度/

(g/cm3)
0.893 0.900 0.885 0.902 0.887 0.875 0.882 0.879 0.884 0.876

饱和烃加权密度平均值/

(g/cm3)
0.786

芳烃加权密度平均值/

(g/cm3)
0.886

  表A.3给出的10种喷气燃料的饱和烃与芳烃加权密度值,对其统计平均以后,使用0.786g/cm3

作为饱和烃组分的推荐密度值,0.886g/cm3 作为芳烃组分的推荐密度值,进行喷气燃料芳烃质量分数

与芳烃体积分数的换算。
不同燃料之间饱和烃的加权密度值及芳烃的加权密度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每种燃料的饱和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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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密度值及芳烃加权密度值与推荐密度值也有一定的差异。10种喷气燃料分别使用了饱和烃和芳

烃的加权密度值,进行芳烃质量分数与芳烃体积分数的换算,同时使用推荐密度值进行芳烃质量分数与

芳烃体积分数的换算,计算结果见表A.4。

表 A.4 推荐密度值对换算结果的影响

样品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芳烃质量分数/% 9.0 19.5 5.5 9.9 16.3 19.7 6.1 3.4 12.7 18.5

芳烃体积分数/% 7.8 17.7 5.0 8.7 14.7 17.8 5.6 3.1 11.4 16.6

使用推荐密度值

计算的体积分数/%
8.1 17.7 4.9 8.9 14.7 17.9 5.4 3.0 11.5 16.8

与推荐密度值换算

结果的绝对差值/%
0.3 0 0.1 0.2 0 0.1 0.2 0.1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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