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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影响石油产品闭口闪点检测的因素 

刘梦兰 

（湖南长炼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检验分公司  湖南岳阳  414012） 

摘  要：从试样量、加热速率、含水量、火焰直径、大气压力、样品储存与取样、初始点火温度、测定仪器完好性等方面，介绍了石油闪

点测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探讨影响分析准确性的原因。检验人员在测定中可参考以上分析，采取一定措施提高闪点检测数据的准确度和

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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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闪点是柴油出厂的一项重要分析项目。它是评价石油产品蒸发

性倾向和安全性的指标，从油品闪点可判断其馏分组成的轻重。一

般来说，油品的蒸气压愈高，馏分组成愈轻，则闪点愈低，反之，

馏分组成愈重的油品则具有较高的闪点； 从闪点可以鉴定油品发生

火灾的危险性，因为闪点是危险出现的最低温度，闪点越低越易燃

烧，发生火灾的危险性越大，因此测定柴油的闪点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要了解闪点的检测方法。闪点是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

将试样倒入试验杯中，在规定的速率下连续搅拌，并以恒定速率加

热试样，以规定的温度间隔，在中断搅拌的情况下，将火源引入试

验杯开口处，使试样蒸汽在液面上的浓度增加而发生瞬间闪火，且

蔓延至液体表面的最低温度，此温度为环境大气压下的观察闪点，

再用公式修正到标准大气压下的闪点。由此可看出闪点的数值与石

油中的轻组分有直接关系，如果在储运过程中混入了轻组分，可能

是混入了汽油，乙醇等情况，就极有可能导致闪点不合格。 

我们对闪点测试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列举并对其影响规

律加以理论分析，闪点测定的影响因素较多，我们仅选取了试样量、

加热速率、含水量、火焰直径、大气压力、样品储存与取样、初始

点火温度、测定仪器完好性八个主要因素进行实验分析，总结其测

定结果的变化规律，从技术上对闪点测定条件的选择进行支持。 

2 影响闪点测定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2.1 试样量的影响  

闪点的测定结果受油品的试验用量影响。试验用量增加，相应

的液面上部的油杯空间减少，油蒸汽与空气快速混合达到闪火下限，

导致闪点测定结果偏低。若试验验用量减少，相应的增加了油杯上

部的空间，油蒸汽与空气缓慢混合才能达到闪火条件的浓度，导致

闪点测定值偏高。因此，应该按照闪点测定的标准用量量取试验油

样。如果样品中含有轻组分物质，应加快取样过程，以免轻组分挥

发造成闪点偏高。倒入样品时，可使样品液面稍微低于试验杯刻度

线且避免飞溅，最后通过一次性吸管定容到试验杯的刻度线处，以

此减少样品量对闪点结果的影响。 

2.2 加热速度的影响  

加热速度过快，试样蒸发迅速，使空气和油蒸汽的混合气浓度

提前到达爆炸下限而提前闪火，使得测定结果偏低；加热速度过慢，

试验时间增加，增多了点火的次数，消耗了部分油蒸汽，使混合气

到达爆炸下限的时间推迟，使得测定结果偏高。须按照仪器说明书

的要求调节电子点火器的强度，以 GBT261-2021 步骤 A 为例，在整

个试验期间，试样以 5℃/min-6℃/min 的速率升温，且搅拌速率为

90r/min-120r/min，搅动方向向下。 

2.3 试样含水量的影响  

试样含水时，在测定闪点加热的过程中，水分散在油中产生汽

化，有时形成气泡覆盖于油液面上，影响油品的正常汽化，推迟闪

火时间，导致测试结果偏高，须进行脱水后再进行闪点测定。 

表 1  试样量与测定值之间关系 

样品编号 样品 1 组/℃ 样品 2 组/℃ 样品 3 组/℃ 样品 4 组/℃ 样品 5 组/℃ 

试样的装入量多(76mL)/少(65mL)时测定闪点 52/50 65/63 68/66 76/74 89/87 

试样的装入量正常(70mL)时测定闪点 51 64 67 75 88 

 

表 2  试样加热速度快慢与正常测定值 

样品编号 样品 1 组/℃ 样品 2 组/℃ 样品 3 组/℃ 样品 4 组/℃ 样品 5 组/℃ 

加热速度快/慢时测定闪点 50/54 61/66 65/70 71/76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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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速度时测定闪点 52 64 68 73 85 

 

表 3  试样含水与正常测定值 

样品编号 样品 1 组/℃ 样品 2 组/℃ 样品 3 组/℃ 样品 4 组/℃ 样品 5 组/℃ 

含水质量分数>0.05%时测定闪点 52 65 71 76 89 

脱水后测定闪点 50 63 68 74 88 

2.4 火焰直径的影响  

试样测定时，需对样品进行加热，油蒸气会先聚集在液面再向

上挥发，使油液表面的油蒸气浓度最大。适宜火焰直径大小为 

3.2mm~4.8 mm，若点火火焰偏大，则点火时火焰会更接近有大量油

蒸气积聚的液体表面，导致提前发生闪火现象，检测结果偏低。反

之点火火焰偏小，需要加热许久，油液上方空间的蒸气才能达到闪

燃的浓度，结果偏高。样品测试开始前，手动控制开启仪器气阀与

点火线圈，调节点火火焰达到适宜大小且稳定后，再进行试验。引

火火焰停留时间宜为 1s。但当检测样品的挥发物具有粘滞性时，挥

发物会附着在试验杯盖的表面，导致点火时密封盖的位置还原比较

缓慢，火焰停留时间过长，影响检测结果，且存在着火的安全隐患，

故试验结束后及时清洁试验杯、密封盖等。 

2.5 大气压力的影响  

油品的闪点与外界的压力相关联。气压低时，油品容易挥发，

闪点降低，反之闪点升高。大气压力若有偏离，测得闪点需做大气

压力修正，把环境大气压观察闪点 t0（℃）修正到标准大气压

(101.3kPa) 下的闪点 tC（℃） 

tC=t0+0.25(101.3－p)  

式中：p 为环境大气压力，kPa； 

t0 为环境大气压下的观察闪点，℃。 

通过实践证明，按照规章制度使用大气压计，正确读数并修正

测定值，大气压力对闪点的影响是可以避免的。 

2.6 样品储存与取样的影响  

将样品按照标准规定的条件进行储存，保证环境温度不能超过

30℃，在低于预期闪点 28℃下进行分样，尽量避免环境温度过高引

起样品挥发和压力的升高，影响闪点结果的准确性，易挥发物质或

者含有易挥发物质的样品尤为要注意。比如当运送过汽油的油罐车

再次运送柴油时，样品加热时汽油的挥发会导致提前出现闪燃现象，

柴油闪点检测结果偏低。当放置一段时间后，等柴油中的汽油挥发

掉，柴油闪点会逐渐增加直至稳定不变。所以油罐车在运输不同样

品时应当及时清理上一个样品的残留物，以免影响检测结果或引起

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事故。 

2.7 初始点火温度的影响 

对于未知样品，从适当的温度开始点火，通过快速法检测得到

样品的大概预期闪点值。然后再在方法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操作，

得到样品的闪点结果，从而满足样品的初始点火温度距离预期闪点

18~28℃。若样品容器打开就能预估样品闪点较低或可能存在易挥发

样品，应当在常温下就开始点火，从而判断是否存在，以免按照常

规升温点火造成油蒸气大量积聚，混合气压力骤增，闪爆压力造成

仪器上自动零件损坏。若样品的初始点火温度与观察闪点间隔超过

28 ℃，样品初始点火温度低造成样品挥发缓慢，油蒸气积聚速度慢，

油蒸气与空气的混合气达到爆炸下限浓度时间延长，导致检测结果

偏高。反之若样品初始点火温度较高，与样品的观察闪点间隔低于

18℃，高温导致样品迅速挥发形成大量油蒸气充斥在试验杯的上方

密封空间内，与空气的混合气达到爆炸下限的浓度，引起闪燃现象，

检测结果偏低。 

2.8 测定仪器的完好对测定准确性的影响 

测定仪器的日常维护和保养至关重要。每次测试后需清洗测试

杯，测试杯盖嵌件和测试设备。温度传感器和闪点检测传感器应小

心使用，不可用硬物擦拭，避免损坏。测试完毕，测试杯、温度传

感器、闪点检测传感器、搅拌软轴等要放在指定地方。测试杯不可

将开口朝下倒放，以免变形影响密封效果。每次更换点火器后执行

点火器校准。当仪器测定大气压偏离当地实际大气压较大时需要对

压力传感器进行校准。 

3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试样量、加热速率、含水量、火焰直径、

大气压力、样品储存与取样、初始点火温度、测定仪器的完好性等

八个方面因素均对石油闪点测定的准确性产生影响。目前一般使用

的是自动闪点仪，加热速率和火焰直径等可以在仪器上调控，而其

它因素需要人为控制，在测定分析过程中检验人员须严格按照规程

标准进行操作，方可确保测定值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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