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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的

发展空间，在经济的影响下工业、交通运输行业都获得

快速的发展，同时对汽柴油的消耗量也不断增大。近年

来我国的雾霾天气逐渐增多，覆盖面积也不断加大，而

造成 PM2.5 超标的主要因素即机动车尾气。特别是一些

劣质的汽柴油尾气其中含有诸多无法被免疫细胞识别的

微小颗粒，容易造成肺部疾病。在环保理念的影响下，

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加强对汽柴油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并

加强对汽柴油质量的管控。

1 汽柴油质量不良的危害
交通运输行业以及工业化的发展使汽柴油的使用量

不断提升，同时我国现有的石油储备不断减少，油的成

本也不断增加。为了控制油品成本，汽柴油企业采取不

当手段，违背伦理，在油品生产中采用低质量的汽柴油

替代高质量的油品，使一些质量不过关的油品混入其中，

或者将不同密度的油品进行混合，导致汽柴油市场鱼龙

混杂 [1]。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存，同时也会对客户造

成一定的经济损害，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

2 劣质汽柴油的质量特点
不同质量的汽柴油在外观以及性能等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别，通过对劣质汽柴油特点的分析，有利于用户在

购买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查找二者的区别，判断汽柴油质

量。在购买汽柴油的过程中可以先通过外观进行分析，

二者在外观上存在较大的差别，同时还可以从凝点、硫

含量、闪点、馏程、运动粘度等指标进行分析。但是相

对来说外观的辨别更容易，其他方面则需要借助于仪器

设备进行辨别。

2.1 外观特点

劣质汽柴油从外观上也可以辨别，在购买汽柴油的

过程中需要对油品的性状进行分析，不能被商家的噱头

蒙蔽。优质油与劣质油在外观上比较容易区分，而且操

作便捷，容易掌握。优质汽油的色彩呈黄色，而且透明

度比较高；劣质汽油呈棕色或者深黄色，而且油质不透

明。除了外观之外，二者的气味也不同，油质汽油含有

一种清香的气味，而劣质汽油的气味则比较难闻，这是

因为劣质汽油中掺杂了其他的杂质。此外，并不是所有

的劣质汽油都是因为其中掺杂了外加剂或者劣质油质，

还可能是油在管理中没有按照相关标准进行管理，导致

在不适当的环境下产生可溶性胶 [2]。如果汽车或者其他

机械应用了这种劣质油，在启动的过程中对零部件会造

成一定的损伤，不仅会缩短机械的使用寿命，同时也会

危害驾驶员的安全。

2.2 凝点问题

优质油和劣质油在凝点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别，

也是判断柴油质量的关键，凝点主要是判断柴油在不同

温度下的工作状态。劣质柴油的凝点一般都比较高，因

此在低温的环境下劣质柴油的工作性能往往比较低，导

致机械设备无法正常运转，使用中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汽油同样如此，如果气温低的情况下汽油运转受到影响，

在运输的过程中也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事件，导致严重的

后果。

2.3 硫含量问题

汽柴油中都含有硫元素，但是硫的含量必须要控制

在一定的标准之内，如果含量超标将会影响油品的质量，

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汽车油含量不合格的情

况下，容易导致发动机运行中油品燃烧后形成大量的二

氧化硫，而该气体本身属于有害气体 [3]。特别是在燃烧

不充分的情况下还可能会产生三氧化硫等气体，而且这

些气体会与发动机的金属产生化学反应，对机械表面造

成腐蚀，使润滑油变质，会使发动机以及机械零件的寿

命缩短。大量硫燃烧下还会对人体造成较大的危害，因

此在汽柴油生产中必须要做好对其中硫含量的控制。

2.4 闪点问题

闪点同样是优劣质油判断的重要方式，闪点具体来

说指的是汽柴油在使用中挥发出来的蒸汽，蒸汽一旦遇

到火焰会产生闪火，而闪火的最低温度即为闪点。闪点

受油品蒸汽浓度的影响会发生变化。同时闪点也是可燃

液体危险性衡量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油品的闪点比较

低说明油品中的烃类组分多，会影响发动机的稳定性，

对于汽车以及机械运行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作用。如果

闪点不合格的情况下油品运输和使用中，一旦遇到明火

极容易发生燃烧和爆炸，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因

此在对油品的检测中必须要注重对闪点的检测，闪点低

的油品要禁止进入到市场流通。特别是受温室效应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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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如果柴油汽车或者机械在高温的运行中极容易造成

火灾，因此需要做好对油品检测中闪点的控制。

2.5 馏程问题

汽柴油产品检测中流程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衡量指

标，主要用于对汽柴油产品中重质组分与轻质组分的判

断，进而有效控制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使用性能。10% 

馏出温度的检测指的是汽柴油产品中轻质组分的含量，

直接影响发动起的启动效果，同时也影响气阻效果。如

果 10% 馏出温度比标准值低的情况下，说明轻质组分的

含量比较多，有利于发动机组的启动，而且发动机组的

运行性能比较好，但是蒸汽产生的气阻可能会比较大。 

50% 馏出温度指的是平均蒸发性能，以及机械启动后的

升温时间、温度以及发动机的运行稳定性和性能。如果

50% 馏出温度比标准值高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油品气

化不完全，使发动机无法达到正常运转的温度，导致车

辆的速度慢，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熄火的问题。

90% 馏出温度表示的则是油品中重质组分的含量，与发

动机的耗油量和磨损程度有关。如果 90% 馏出温度超过

标准值，说明产品中的重质组分含量过多，会导致油品

的气化程度低，无法完全燃烧，会在气缸上形成大量的

积炭，增加油耗，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会造成机械磨损 
[4]。因此，汽柴油产品的生产中，必须要合理控制轻质

和重质成分的添加，合理把控汽柴油产品的馏出温度，

合理控制产品质量，保证油品使用的安全性。

2.6 运动粘度问题

汽柴油运动粘度同样是油品质量衡量的重要指标，

根据国家标准《车用柴油》的规定，0 号柴油在 20℃的

运动粘度需要达到 3.0mm2/s 到 8.0mm2/s，只有达到这个

标准的油品，才能够保证系统良好的润滑性，在机械运

动中形成良好的雾化作用，保证油品的充分利用。否则

运动粘度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影响发动机的运行效果，比

如如果柴油运动的粘度过小，容易造成机械运动中油品

的供应量无法达到要求。如果运动粘度过高，超过标准

值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机械的工作功率提升，容易导致

燃油不充分问题，使燃油中产生大量的黑烟，提升油耗。

因此在柴油生产中，必须要科学控制产品粘度，提升汽

柴油质量。

3 汽柴油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
汽柴油质量问题除了为了谋取利益人为添加一些外

加剂之外，产生变质的因素还与后期的管理和存储不当

有关。接下来将分别对汽柴油的变质原因进行分析。

3.1 汽油质量的原因

3.1.1 汽油质量问题原因

汽油产品本身的蒸发性比较强，在存储中一旦没有

做好管理工作导致汽油蒸发，必然会影响产品的质量，

使汽油性能变差，发动机的启动以及抗爆能力都会降低。

汽油蒸发是由于油料馏分比较轻，初馏点低导致的，蒸

汽压增大会提升蒸发能力。造成汽油蒸发的外因主要为

温度原因，汽油存储中储油器上方预留的空间过大，或

者油罐的呼吸作用等都会导致油品发生蒸发。炼油厂汽

油的组分是固定的，要想有效预防汽油存储中蒸发，必

须要对外部的存储条件进行改善，可以通过减小呼吸的

方式进行控制 [5]。

3.1.2 汽油氧化原因

汽油中存在一定的不安定组分，容易导致汽油存储

中发生变质。其中的不安定组分中包括二烯烃、本烯烃

等物质，这些物质对氧的活泼性比较高，主要出现在汽

油的二次加工中，虽然含量不多，但是难以对这些物质

去除。同时这些不饱和烃、硫以及氮氧化合物等会降低

汽油的诱导期，在汽油的储运中容易与氧气接触，形成

氧化反应或者出现叠合反应，在机械和发动机上形成油

泥，造成套料变色、粘度增大或者气味变化等，也会导

致油品的抗爆性和安定性等受到影响，提升润滑油的酸

性值，造成设备腐蚀。而且这种燃料油的使用中还可能

会造成油路、阀门以及喷嘴阻塞，影响油品的运输。这

些油品在燃烧的过程中容易造成积炭，影响油品的运行

功率，在燃烧中带油烟，引起排气不畅，或者熄火停车

等事故。此外，光照和升温同样会引起汽油中不安定组

分形成氧化，导致汽柴油产品变质，要想有效控制汽油

氧化，可以适当加入一些抗氧剂，并采取避光、降温的

保存方式。

3.2 柴油质量的原因

柴油在存储的过程中产生变质的主要原因为氧化变

质，直流柴油的稳定性和安定性都比较强，在运输中不

容易产生变质。但是催化柴油在存储中的安定性和稳定

性则会相对比较差，在存储和运输中容易出现变质的问

题。造成柴油变质的主要原因为柴油性能的影响下导致

油品中吸入大量的氧，造成油品氧化。柴油的吸氧能力

与油品的加工方式和性能等方面具有直接的关系。柴油

中一些不安定的组分，比如共轭二烯烃，不饱和烃等，

容易发生氧化反应，形成含氧的官能团，发生缩合或者

聚合反应。比如柴油中含有比较多的环烷芳香烃等物质，

具有非常强的吸氧能力，在存储和使用中容易造成较强

的理化反应，导致质量降低，影响柴油发动机的经济性

和动力性能，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行。

柴油的氧化与氧压和温度等具有直接的关系，温度提升

或者氧压加大都会大大提升柴油的吸氧量。在吸氧量增

加的情况下油质的酸性加大，正戊烷不容物增多，颜色

也会随之加深。柴油颜色深，酸度大，胶质等不容物含

量增多，必然会影响柴油中不安定元素增多。与氧接触

的时间越长，存储的氧压以及温度也会进一步提升，导

致与氧的反应机会加大，提升吸氧量。柴油在高氧压和

高温度的影响下相对于低氧压和低温度的情况来看，吸

氧量会明显提升，更容易发生变质的问题。

4 汽柴油质量优化策略
汽柴油质量优化工作开展中，需要从炼油厂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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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起，并做好后期汽柴油产品质量检测的控制，保证汽

柴油产品质量，为用户提供放心油品。降低油品中有害

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汽柴油质量优化策略，做好汽柴

油产品质量控制。

4.1 加强对炼油厂和流程的改造

为了保证汽柴油的质量，加强对油品质量的优化，

需要提升对炼油厂的改善力度，关注事物的主要矛盾才

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在炼油厂的改造中需要保证炼油

厂正常收入的情况下，做好对各个细节的油品生产控制。

保证每个细节都符合汽柴油的生产要求，防治粗制滥造，

合理控制原料成本。为了加强生产环节管控，炼油厂需

要组织督查小组，做好各个环节的品控工作。在炼油厂

改造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对炼油工艺技术的

改良，这种改良方式也比较符合市场的工艺发展需要，

提升产品生产效率，而且有利于短时间内提升汽柴油的

产品质量和效能 [6]。企业需要加大科技设备资金投入，

通过先进科技因素的改造，符合不同层次人群需求。比

如，在催化汽油加氢技术的应用中，可以采用芳构化的

方式，补充辛烷含量。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发现，炼油

厂的油品生产中高科技的融入能够提升油品的市场竞争

力，保证油品的生产效率，提高汽柴油产品品质。

4.2 优化汽柴油生产流程

汽柴油生产中需要从整体上做好质量把关工作，做

好对每一个生产环节和细节的监控和把握，完善汽柴油

产品的进货、生产以及运输等流通渠道。炼油厂在汽柴

油生产中要结合自身的能力水平和经济能力合理控制油

产品的品质，有效预防亏损问题。同时在汽柴油加工中

还需要结合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及市场情况等制定合

理的管控目标，管控的目标不能宏观，而是要能够符合

实际生产现状，并辅以必要的技术，完善生产流程。此

外，汽柴油进入到流通活动中后，要打造品牌优势作用，

保证油气生产质量，做好对各个环节的把关，防止油品

质量管控出现纰漏。

4.3 保证检测仪器的精准性

汽柴油产品质量控制中需要依赖于精准的检测仪器

进行检测，提升质量检测结果。汽柴油质量检测仪器中

主要包括冷滤点测定仪、粘度测定仪、闭口闪点测定仪

以及馏程测定仪等。这些测定仪器都比较精密，测定能

力强。而且随着科技以及质量检测技术的发展，质量检

测仪器的操作更便捷，更简单，得到的结果也更加精确，

有利于对汽柴油质量做出有效的判断。因此通过这些汽

柴油质量检测仪器的应用和定期保养维护，有利于保证

测定的精确性，充分发挥检测作用。

4.4 提升质检人员综合素质

汽柴油检测是保证市场流通油品质量的关键环节，

而质检人员的检测能力和专业素质直接影响检测质量和

结果。因此需要加强对质量检测人员的培养，做好岗位

入门的人才控制和后期的培训工作。要求质检人员必须

要具有充分的理论知识，并掌握相应的产品和技术控制

标准，对油品质量具有较高的敏感度，能够及时结合市

场变化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等，及时调整检测方式和

方法。而且质检人员本身需要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在

油品检验中能够做到认真负责、公平公正，不被外界的

利益所诱惑，保证投入市场中汽柴油产品的质量。此外，

还需要强调品质控制人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实现对有

关产品的动态监管，及时发现油品管理中的质量问题，

有效预防油品质量事故的发生。

4.5 明确汽柴油质量控制发展方向

环保理念在各个行业的全面落实以及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实施，使我国炼油企业开始向清洁油品的方向进行

发展。特别是环保法规的颁布和落实，不断提升我国的

汽柴油质量标准。汽柴油中产生的气体容易造成大气污

染，对人体以及环境都会形成一定的损害，因此需要对

其中的成分进行详细分析，明确其中存在的不良成分和

成分含量，并提出汽柴油产品的检测手段和方法，促进

汽柴油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工业化的发展和交通运输行业规模的扩大，使汽柴

油的使用量不断增加，同时炼油厂也在市场需求的影响

下不断增多。虽然当前石油属于比较紧缺的能源，但是

从当前汽柴油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或缺的不是油

的数量，而是汽柴油的质量难以保障，导致工业柴油机

械以及汽车等的运行质量和安全性受到影响。因此需要

加强对汽柴油质量的控制，优化生产流程，加强后期监

管，提升质量管控，顺应当前时代发展需求，通过对汽

柴油质量的控制，减少油气燃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

同时也提升客户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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