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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法考虑我国汽油组成的特点和规格要求，采用多维气相色谱方法测定汽油中的饱和烃、烯

烃、芳烃等烃族组成及苯含量。本方法采用直接进样，允许测定试样的烯烃含量上限为65%,除测

定烯烃含量外，本方法还可直接测定出汽油中的芳烃含量和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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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中烃族组成测定法(多维气相色谱法)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用多维气相色谱的方法测定汽油中饱和烃、烯烃、芳烃和苯含量。

1.2 本标准适用于终馏点205℃以下的石油馏分中饱和烃、烯烃、芳烃和苯含量的测定。浓度范围

适用于烯烃含量5%(体积分数)一65%(体积分数)、芳烃含量5%(体积分数)一50%(体积分数)和苯

含量0.3%(体积分数)一5%(体积分数)的汽油样品。

1.3 对含醚或醇类等含氧化合物组分的汽油，醚类或醇类化合物将随特定的烃族组分出峰，此时应

根据相关方法(SH/T 0663)测得的含氧化合物含量对本标准测定的烃族组成进行必要的校正。附录A

中给出了含有甲基叔丁基醚或乙醇的汽油样品烃族组成结果的校正方法。

1.4 本标准不适合测定除苯外的各烃族中的单体组分含量。

1.5 本标准采用Si国际单位制单位。

1.6 本标准没有对所涉及到的所有安全问题提出建议。因此，在使用本标准前，用户必须建立适当
的安全和保护措施并制订相应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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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0-1999 车用无铅汽油

    SH/T 0663 汽油中某些醇类和醚类测定法(气相色谱法)
    ASTM D6623 火花点火式发动机燃料中单体烃测定法(高分辨气相色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饱和烃 saturates

    链烷烃和环烷烃的总量。

3.2

    烯烃 o eTi1T

    链烯烃、环烯烃和某些二烯烃的总量。

3.3

    苯 benzene

    最小碳数的芳烃。

3.4

    非苯芳烃 non一benzene aromatics

    非苯芳烃包括单环取代芳烃、芳烯烃和大于六元环的环二烯烃，不包括苯。

3.5

    芳烃 aromatics

    芳烃为苯含量(3.3)和非苯芳烃含量(3.4)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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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N,N一双(a一抓乙基)甲酞胺(BCEF)  N, N - bis (a - cyanoethyl

气相色谱固定液。

3.7

    烯烃捕集阱 olefins trap
    分析系统中用于从饱和烃和烯烃混合的脂肪烃中选择性保留烯烃组分的色谱柱，该柱在特定的温

度下对烯烃组分的捕集与释放具有良好的可逆性，因而可以重复使用。在一定温度下该柱能从饱和烃

和烯烃的混合物中选择性保留烯烃组分，通过饱和烃组分;提高温度后保留的烯烃组分又定量释放

出来。

4 方法原理和概要

4.1 多维气相色谱测定汽油烃族组分的分析原理图见图1。汽油样品进人色谱系统后首先通过极性

分离柱(BCEF柱)使脂肪烃组分和芳烃组分得到分离。由饱和烃和烯烃构成的脂肪烃组分通过烯烃捕

集阱时烯烃组分被选择性保留，饱和烃组分则穿过烯烃捕集阱进人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待饱和

烃组分通过烯烃捕集阱后，此时芳烃组分中的苯尚未到达极性分离柱柱尾，通过一个六通阀切换使烯

图1 多维气相色谱分析汽油烃族组成原理图

烃捕集阱暂时脱离载气流路，此时苯通过平衡柱进人

检测器检测;苯洗脱后，通过另一个六通阀切换对非

苯芳烃组分进行反吹，非苯芳烃组分进人检测器检

测，待非苯芳烃检测完毕后，再次通过阀切换使烯烃

捕集阱置于载气流路中，在适当的条件下使烯烃捕集

阱中捕集的烯烃完全脱附并进人检测器检测，色谱出

峰依次为饱和烃、苯、非苯芳烃、烯烃。

4.2 样品勿需预处理直接进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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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测量汽油试样中各烃族组分的色谱峰面积，采用校正的面积归一化方法定量，计算试样中各烃族

组分的体积分数或质量分数。一个汽油样品的色谱分析时间约12mino

5 意义和应用

5.1 汽油中烯烃、芳烃和苯含量已成为汽油规格中重要的质量指标。本方法测定汽油中的饱和烃、

烯烃、芳烃和苯的体积分数或质量分数。这些数据对监测有关炼油装置的工艺状况提供了重要手段。

对确定汽油的调合比例、了解不同汽油的质量特征非常重要。

5.2 色谱方法影响分析结果的因素较少，分析结果精度较高，试验步骤简单，分析周期较短，并有

利于改善实验环境、减轻劳动强度、降低试验成本。

6 千扰物质

6.1 样品中的高碳数脂肪烃(C,2以上)在极性柱中与苯的分离将不完全，影响苯和芳烃组分的检测。

6.2 汽油样品中的甲基叔丁基醚会在烯烃捕集阱中保留，与烯烃一起出峰，此时得到的烯烃含量包

括甲基叔丁基醚;甲醇、乙醇会在芳烃的保留时间范围内出峰，此时得到的芳烃含量包括醇类化合

物;可根据相关方法如SH/T 0663测定的醚或醇类化合物的含量对烯烃或芳烃结果进行校正。

6.3 汽油中的少量含硫、氮的化合物在烯烃捕集阱中可能产生不可逆吸附，最终可能降低烯烃捕集

阱的容量或使用寿命，经多种燃料的实验表明，未发现对测定结果产生影响。

6.4

6.6

汽油中抗氧剂、清净剂和含锰抗爆剂未发现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汽油中溶解的少量水不干扰测定，如存在游离水可由无水硫酸钠或滤纸过滤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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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仪器

    气相色谱仪:色谱仪器至少应包括汽化室、控温色谱柱箱、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色谱工作

站和一些必须的硬件设备。这些硬件设备包括色谱柱、烯烃捕集阱、平衡柱、切换阀及相应的控温装

置。符合下列性能和参数要求的任何气相色谱仪均可采用。仪器及分离系统的示意图见图20

1— 进样器:

z- 汽化室:

3,3B— 六通切换阀

4- 极性分离柱

5— 烯烃捕集阱;

6— 平衡柱:

7— 色谱柱箱:

日— 烯烃捕集阱温控箱;

5 阀温控制箱:

10一一一火焰离子化检侧器

n— 记录与数据处理单元

图2 多维气相色谱仪及分离系统示意图

7.1 进样系统:能将约0.1KL的汽油试样导人气相色谱仪的汽化室。微量注射器、自动进样器都能

很好的进样。

7.2 载气及检测器气体流量控制:稳定的载气和检测器气体流速控制对获得准确、可靠、重复性好

的分析结果非常关键。

7.3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检测器必须满足或优于表1中的要求。

表1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性能要求

        性 能

噪声/A

漂移//(A/h)

  典型值

10-13一to

    to-1Y

        性 能

检测限//(g/s)( n一q)

线性范围

  典型值

t0-11一to-10

  1护_1沪

7.4 烯烃捕集阱:在80一120℃范围内，该烯烃捕集阱必须定量保留所有C4一C�烯烃，通过所有佛
点200℃以下的饱和烃组分。在140一2600C，该烯烃捕集阱释放所有保留的组分，具体温度根据烯烃

捕集阱的具体情况确定。

    注:如发现烯烃捕集阱有烯烃逃逸现象，建议调整操作条件直至更换烯烃捕集阱。

7.5 平衡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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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切换阀:按本标准规定的分析步骤进行操作，分析系统应包括两个两点位六通阀，阀的切换可

以是手动也可以是自动。

7.7 分析系统组件的温度控制:极性分离柱、烯烃捕集阱、切换阀都应具有独立的温度控制系统，

接触样品的所有部件都应保持一定的温度以防止样品冷凝。表2列出一些组件典型的控制温度范围。

一此组件要求采用等温操作，一些要求采用可重复的程序升温操作。表中所列温度只是一个典型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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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温度范围，具体使用时可以根据极性分离柱或烯烃捕集阱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采用各种方式满足分析系统的要求。

                                表2 系统组件的温度控制

    系统组件 }典型操作温度/℃} 加热方式 } 系统组件 一典型操作温度/℃{

温度控制可 以

极性分离柱

烯烃捕集阱 _100-80-12026U

        恒温

程序升温一30̀C/nun

切换阀

样品管线

100- 160

100-200

加热方式

  恒温

  恒温

7.8 阀切换驱动系统:如阀切换采用气动驱动系统，要注意供给气动系统的空气压力满足驱动的要

求，以迅速实现阀的切换。

7.9 载气纯化装置:为保障烯烃捕集阱的使用寿命，除气相色谱常规使用的分子筛、活性炭等净化

器脱除载气中的水和烃类杂质外，须安装专门的脱氧净化器，确保载气中的氧含量在Img/L以下
7.10 色谱柱:极性分离柱，该柱要实现芳烃中苯与脂肪烃组分的分离及苯与甲苯的分离，保证阀切

换时不影响苯和非苯芳烃的测定，推荐采用BCEF作固定液，涂溃量25 %, Chmmoaorb P (AW ) 200

3001u- 载体，柱管材料为内衬石英的不锈钢管或内壁脱活的不锈钢管，长5m，内径2mm。其他能满足上
述分离要求的等效色谱柱均可使用。

7.11 记录与数据处理单元建议采用色谱工作站，并具有下列功能。

7.11.1 可显示采集的色谱图;

7.11.2 显示色谱峰的峰面积及面积百分比数据;

7.11.3 校正因子的计算及使用;

7.11.4 具有处理噪音和鬼峰的功能;

7.11.5 能进行必要的手动积分处理;

7.11.6 测定结果通过色谱峰面积或面积分数、对应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和有关参数通过校正的面

积归一化方法计算。

8 试剂与材料

8.1 试剂的纯度:在所有试验中应使用分析纯或以上纯度的试剂。

8.2 校正物质:下列化合物可以用来校正检测器的响应，正戊烷、正己烷、正庚烷、异辛烷、正辛

烷、正壬烷,1一戊烯,1一己烯、1一庚烯、1一辛烯,1一壬烯、苯、甲苯、二甲苯、异丙基苯。

    ，告:这些化合物均为易燃或有毒化合物，若摄取、吸人或通过皮肤吸收将对人体产生伤害或致命

8.3 校正样品的制备:为减少配制过程中烃组分挥发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建议按照纯物质的挥发性

由低到高的次序，以质量比制备校正样品:建议先配制饱和烃、烯烃和芳烃各自的混合组分，称量的
比例范围参照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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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校正样品与待测试

样的浓度接近，表4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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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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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典型校正样品的配制

序 号

饱和烃 烯 烃 非苯芳烃 苯

质量分数/ 体积分数/

    % %

质量分数/ 体积分数/

    % %

质量分数/ 体积分数/

    % %

质量分数/ 体积分数/

    % %

1

2

3

4

5

37.0        39刀

36.6        39.0

35.8        39.0

35.2        38.5

33.9        38.5

43.5        45.0

38.2        40.0

32.8        34.5

28.0        30.0

23.5        25.0

18.3        15.0

24.0        20.0

29.6        25.0

35.0        30.0

40.8        35.0

1.20        1.00

1.20        1.00

1.80        1.50

1.80        1.50

180        1.50

注:表中的体积和质量分数间并非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建议按表中所列的体积分数量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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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压缩空气:助燃气，纯度不小于99.9%o

    苦告:高压气体，注意安全。

8.5 氢气:燃气，纯度不小于99.9%o

    .告:高压气体，极易燃。

8.6 空气和氢气都需要净化，使用分子筛、活性炭净化器脱除气体中的水和烃类物质。

8.7 载气:高纯氮气或氦气，按7.9条要求净化。

8.8 样品瓶:使用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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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8.9 质量控制检查样品:用于常规监测色谱系统和分离系统的可靠性，监测烯烃捕集阱的捕集能

力，通过对质量控制检查样品的分析确证测定的结果是否在方法的精度范围之内。质量控制检查样品

应由与被测试样相近的烃类化合物配制或购买得到。质量控制检查样品应与校正样品分开制备，要充
分混合均匀。质量控制检查样品要采用安培瓶封装后在低温下储存，并在储存期间保持不变。

9 仪器系统的建立和准备

9.1 分析仪系统的集成(色谱仪及独立的温控元件)见图2，如采用商品化系统，安装、定位和系统

优化可以与生产厂联系。

9.2 载气中的杂质将对色谱柱和烯烃捕集阱的性能产生有害的影响，因此必须按7.9条要求安装可

靠的载气净化系统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9.3 通过实际样品、质量控制检查样品或校正样品检验极性柱对脂肪烃和芳烃的分离效果及苯和非

苯芳烃组分的出峰时间，以此确定第一次和第二次阀的切换时间。通过校正样品实验调整烯烃捕集阱

的温度直至满足校正标准条件。典型的色谱操作条件见表50

                                  表5 典型色谱操作条件

操作条件 典型参数 一 操作条件 典型参数

汽化室温度/℃ 220 一检测器气体流量//(mvniio)
极性分离柱控温/℃     一空气 400

烯烃捕集温度/℃ 85- 125 一氢气 40

烯烃释放温度/℃ 140一190 }进样量/fl 0.1

载气流量//(mUmiu) 45 一阀切换驱动压力/Wa I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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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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非苯芳烃和烯烃组分的保留时间范围。表6给出了按表5条件通

过柱长5m的BCEF柱及烯烃捕集阱各烃族组分的保留时间，图3为校正样品的色谱图。

                              表6 各烃族组分的典型保留时间

组 分 保留时间/min 组 分 保留时间/而n

饱和烃 0.6-2.8 一 非苯芳烃 5一8.5

苯         一 烯 烃 9-10.5

A
日
、
田
盛

10   a   12

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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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含饱和烯、烯烃、非苯芳烃及笨混合物的色谱图

10.2 校正步骤

10.2.1 各烃族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按式(1)计算:

    根据校正样品中饱和烃、烯烃、非苯芳烃和苯所占的质量分数ne;和色谱测定的峰面积分数Pi,
以非苯芳烃为标准物质计算相应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m尹 :
                                        P,袱了嘴 ·············································⋯⋯ (1)

                                                                            m A厂止

式 中:

厂’1— 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以非苯芳烃组分为标准物质);

mA— 非苯芳烃在校正样品中的质量分数;

PA— 色谱测定的芳烃峰面积分数;

m;— 校正样品中饱和烃、烯烃或苯的质量分数;

P;— 色谱测定的饱和烃、烯烃或苯的峰面积分数。

11 试验步骤

11.1 样品准备:为防止样品中轻组分挥发，样品如不立即分析应密封后保存在冰箱中。分析前使

试样温度达到室温。

11.2 分析系统准备:开机后，检查分析系统的参数设置是否准确，为净化分析系统，分析样品前

需按样品的分析步骤将仪器空运行一遍，以驱除色谱柱和烯烃捕集阱中的残留杂质。

11.3 取约0.1匹有代表性的试样在准备就绪的气相色谱系统上进样，试样首先通过极性分离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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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性分离柱上，C12以下的脂肪烃(含C12)与芳烃组分完全分离，由极性分离柱中洗脱出的饱和烃

组分与烯烃组分的混合物进人烯烃捕集阱，烯烃被选择性保留而饱和烃则通过烯烃捕集阱，由RD

检测器检测(见图2);在苯流出极性分离柱前，切换六通阀3B改变色谱载气流路，烯烃捕集阱脱

离载气流路，此时从极性柱中流出的苯通过平衡柱进人 RD检测(见图4a)，待苯洗脱完毕后，切

换另一六通阀3，使C(含岛)以上的非苯芳烃反吹出极性柱，再通过平衡柱进人FB〕检测(见图
4ti)。在非苯芳烃反吹洗脱的同时，开始升高烯烃捕集阱的温度，待非苯芳烃组分完全洗脱后，再

次切换六通阀3B使烯烃捕集阱重新进人载气流路，烯烃由烯烃捕集阱中脱附进人RD检测(见图

40。得到的色谱图经色谱工作站及相应的分析软件处理，计算各组分的质量分数或体积分数。典

型的汽油色谱图见图5。

a.苯洗脱 h非苯芳经洗脱 烯径洗脱

1— 进样器;

2 汽化室:

3,3B— 六通切换阀

个衬一一极性分离柱;

5- 烯烃捕集阱

6一一平 衡柱甚

7— 色谱柱箱:

E 烯烃捕集阱温控箱:

9- 阀温控制箱:

10 火焰离子化检侧器:

11— 记录与救据处理单元。

图4 汽油组成分析色谱操作流程

阁
140
130
120
110
100
叨
朋
70
60
团
40
加
20
10

A
井1/
田
裂

          时间/l侧n

图5 典型的汽油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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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质f控制检查

    为确认分析系统的可靠性，在仪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分析两次质量控制检查样品。质量控制检

查样品的分析步骤应与汽油样品分析步骤一致。两次质量控制检查样品的结果差值应符合方法规定的

重复性要求。如测定结果超出要求，应确定误差源，并进行必要的修正。

13 计算和报告

13.1 试样烃族组成的计算
13.1.1 检查积分仪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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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合理可以采用工作站的手动积分功能进行重新积分。
    注:由于汽油中的苯含量较低，不合理的基线切割和积分将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

13.1.2 试样中饱和烃、烯烃、非苯芳烃和苯的质量分数(%)可按式(2)进行计算。

  Pif'

艺 Pif'i
x 100·······································⋯⋯ (2)

    式中 :

    Mi— 试样中某组分i的质量分数，%;

  f‘、 - i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尸— i组分色谱测定的峰面积分数。
13.1.3 试样中饱和烃、烯烃、非苯芳烃和苯的体积分数(%)可按式(3)进行计算。

Vi二
  尸Pi/试

皿Pi f'i/di
x 100 ·······，····························⋯⋯ (3)

    式中 :

    Vi— 试样中某组分i的体积分数，%;

  f i- i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Pi- i组分色谱测定的峰面积分数;
    di— 饱和烃、烯烃和非苯芳烃的加权相对密度及苯的相对密度，见13.1.40

13.1.4 对符合GB 17930-1999馏程要求的汽油馏分，各烃族组分的加权相对密度取值见表7，对

特殊馏分的汽油，各烃族组分加权相对密度的计算参见附录Bo

                              表7 各烃族组分的加权相对密度

烃族组分 饱和烃 烯 烃 非苯芳烃 苯

加权相对密度 0.6860 0.6880 0.87(】) 0.8789

13.1.5 对含有甲基叔丁基醚或乙醇的汽油，各烃族组成结果的校正计算见附录Ao

13.2 试验结果的报告
    报告试样中饱和烃、烯烃、芳烃的体积分数(或质量分数)，精确至0.1%，芳烃含量为非苯芳烃

含量和苯含量之和。苯的体积分数(或质量分数)，精确至0.01%.

14 精密度

    按下述规定判断试验结果的可靠性(95%的置信水平)。

14.1 重复性:由同一操作者使用同一台仪器对同一试样连续测定的两个试验结果之差不应超过表8

或表9所列数值。
14.2 再现性:不同实验室的不同操作者对同一试样进行试验，所测的两个独立的试验结果之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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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超过表S或表9所列数值。

表 8 精密度 %(体积分数)

组 分 重复性 再现性 范 围

饱 和烃 1.9 3.3 28-78

烯 烃 0.27X050 0.28尸 &s 5-65

苯 。06X0 .u 。09X0.71 0.3-5.0

非笨芳烃 0.18砂 a 0.28X0 } 5一50

芳 烃 0.18砂. 0.29X0 5一55

注:X是组分的平均体积分数，%。

表， 典型含t水平下的精密度要求 %(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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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含甲基叔丁基醚或乙醉汽油样品烃族组成的结果校正

A.1 含甲基叔丁基醚汽油烃族组成结果的校正

    对含甲基叔丁基醚(MTBE)的汽油，需对多维气相色谱测定的烯烃含量进行校正，校正后试样中实

际的烯烃体积分数(%)按式(A.1)计算:

                            Vol. - VOLE一fMTBE CMTBE/d,,RE······························⋯⋯ (A.1)

    式 中:

    VTOLE一校正后试样中实际的烯烃体积分数，%;
    VOLE— 多维气相色谱直接测定的试样中烯烃的体积分数，%;

  CMTBE.一根据SH/T 0663测定的试样中甲基叔丁基醚的质量分数，%;

fMTBE— 甲基叔丁基醚在HD检测器上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dMTBE— 甲基叔丁基醚的相对密度。

A.2 含乙醇汽油烃族组成结果的校正

    对含乙醇的汽油，需对多维气相色谱测定的芳烃含量进行校正，校正后试样中实际的芳烃体积分数

(%)按式(A.2)计算:

                          IARO= VAR。一几醇Czm/d乙醇······························⋯⋯(A.2)

    式 中:

    TVA.— 校正后试样中实际的芳烃体积分数，%;
    VAR'— 多维气相色谱直接测定的试样中芳烃的体积分数，%;

    C乙薛— 根据SH/T 0663测定的试样中乙醇的质量分数，脸;

    儿醇— 乙醇在FED检测器上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d乙醉— 乙醇的相对密度。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各烃族组分加权相对密度计算

B.1 各烃族不同碳数组分引用的相对密度见表B.1

                          裹B.1 不同碳数组分的相对密度(加℃)

碳原子数 链烷烃 P 环烷烃 N 烯烃 0 芳烃 A

4 0.5788 0.6037

5 0.6262 0.7454 。6474

6 0.6594 0.7636 0.6794 0.8789

7 0.6837 0.7649 0.7023 0.8670

8 0.7025 0.7747 0.7229 0.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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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碳原子数 链烷烃 P 环烷烃 N 烯烃 0 芳烃 A

9 0.7176 0.7853 0.7327 0.8707

10 0.7300 0.8103 0.7408 0.8724

11+ 0.7402 0.7503 0.8730

注:相对密度取自 、SI M DS 4A，烃类化合物的物性常数。

B.2 各烃族中不同碳数组分的组成测定

    采用ASTM D 6623测定出烃族中不同碳数组分的组成见表B.2o

                                表B.2 不同碳数组分的组成 %(质量分数)

碳原子数 链烷烃 尸 环烷烃 N 烯烃 O 芳烃 A

4 Pa Oa

5 P5 N5 05

6 P6 N6 06 A6

7 P7 Nr 07 A7

8 Pe NB 08 AA

9 Py Ng 0, Ag

10 Pio Nio 010 Aio

It + 尸八 O八 A.,

B.3 各烃族组分加权相对密度的计算
B.3.1 链烷烃的加权相对密度按式(B.1)计算:

艺尸、·dpi

dp=一P万一‘’“’“““‘’“““““’“”‘”“’“”‘”’‘”(B.1)
    式 中:

    dP 链烷烃的加权相对密度;

    尸‘— 不同碳数链烷烃的质量分数;

    d,.— 不同碳数链烷烃的相对密度值;

    PT— 不同碳数链烷烃的质量分数之和。
B.3.2 环烷烃的加权柑对密度按式(B.2)计算:

:}; N;·d,

NT

一︸
dN二

    式 中:

    dN— 环烷烃的加权相对密度;

    N;— 不同碳数环烷烃的质量分数;

    dNi— 不同碳数环烷烃的相对密度值;

    NT— 不同碳数环烷烃的质量分数之和。
B.3.3 饱和烃的加权相对密度按式(B.3)计算:

一
      PT-4 + NT-d.

d只二—
                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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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T— 饱和烃的质量分数，其值为PT, NT之和。

B.3.4 烯烃的加权相对密度按式(B.4)计算:

兄0;·do:
do =

OT
⋯ (B.4)

式 中:

do 烯烃的加权相对密度;

0;— 不同碳数烯烃的质量分数;

    do

    OT

B.3.5

— 不同碳数烯烃的相对密度值;

— 不同碳数烯烃的质量分数之和。

非苯芳烃的加权相对密度按式(B.5)计算:

                          艺A;·以A‘

                    d .A=一-不 (B.5)

式中 :

dA— 非苯芳烃的加权相对密度;

人— 不同碳数非苯芳烃的质量分数;

dA;— 不同碳数非苯芳烃的相对密度值;

AT 不同碳数非苯芳烃的质量分数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