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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４章是强制性，其余为推荐性。

本标准与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ＡＳＴＭＤ３６９９０５《煤油标准规范》（英文版）的一致性为非等效。

本标准与ＡＳＴＭＤ３６９９０５的主要差异：

———色度划分为２档，１号煤油色度规定为不小于＋２５，２号煤油色度的技术要求采用 ＡＳＴＭ

Ｄ３６９９０５的不小于＋１６；

———增加了机械杂质及水分、水溶性酸或碱、密度指标；

———燃烧性允许采用烟点和８ｈ试验代替１６ｈ试验；

———２号煤油硫含量的技术要求由不大于０．３０％（质量分数）改为不大于０．１０％（质量分数）；

———铜片腐蚀的技术要求由不大于３级，改为不大于１级；

———取消了馏程的模拟蒸馏检验项目。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５３—１９８９《煤油》。本标准与ＧＢ２５３—１９８９的主要变化：

———产品牌号由原标准的优级品、一级品和合格品，改为本标准的１号和２号；

———色度指标由原标准的优级品、一级品和合格品分别为不小于＋２５、＋１９、＋１３，改为本标准的

１号不小于＋２５，２号不小于＋１６；

———硫醇硫、闪点、运动黏度、铜片腐蚀、燃烧性、烟点等指标进行了相应修改；

———增加了硫含量测试方法，明确了仲裁方法；

———增加了冰点、密度测试方法，明确了仲裁方法；

———铜片腐蚀时间由原来的２ｈ改为３ｈ；

———取消了浊点指标及测试方法。

本标准由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０）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柏福、何婵英、何志龙、李海焕、党晨霞、林远芳、杨木生、卞亚红、曹莉。

本标准１９８１年首次发布，１９８９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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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油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原油或其馏分油通过不同加工工艺制得煤油的分类和标记、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所属产品主要用于点灯照明、各种煤油燃烧器、溶剂和洗涤剂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５９　石油产品水溶性酸及碱测定法

ＧＢ／Ｔ２６０　石油产品水分测定法

ＧＢ／Ｔ２６１　石油产品闪点测定法（闭口杯法）（ＧＢ／Ｔ２６１—１９８３，ｎｅｑＩＳＯ２７１９：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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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油烟点测定法

ＧＢ／Ｔ５１１　石油产品和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重量法）

ＧＢ／Ｔ１７９２　馏分燃料中硫醇硫测定法（电位滴定法）

ＧＢ／Ｔ１８８４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ＧＢ／Ｔ１８８４—２０００，ｅｑｖＩＳＯ

３６７５：１９９８）

ＧＢ／Ｔ１８８５　石油计量表（ＧＢ／Ｔ１８８５—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９１２：１９９１）

ＧＢ／Ｔ２４３０　喷气燃料冰点测定法（ＧＢ／Ｔ２４３０—１９８１，ｅｑｖＩＳＯ３０１３：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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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４７５６—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３１７０：１９８８）

ＧＢ／Ｔ５０９６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ＧＢ／Ｔ６５３６　石油产品蒸馏测定法

ＧＢ／Ｔ１１１３０　煤油燃烧性测定法

ＧＢ／Ｔ１１１４０　石油产品硫含量测定法（Ｘ射线光谱法）

ＧＢ／Ｔ１７０４０　石油产品硫含量测定法（能量色散Ｘ射线荧光光谱法）

ＳＨ０１６４　石油产品、包装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ＳＨ／Ｔ０１７８　煤油燃烧性测定法（点灯法）

ＳＨ／Ｔ０２５３　轻质石油产品中总硫含量测定法（电量法）

ＳＨ／Ｔ０６０４　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Ｕ形振动管法）（ＳＨ／Ｔ０６０４—２０００，ｅｑｖＩＳＯ１２１８５：

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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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相转化法）

３　分类和标记

３．１　产品分类

本标准所属产品根据用途和硫含量不同，分为１号煤油和２号煤油两个牌号。

１

犌犅２５３—２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