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概述了油品添加剂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润滑油添加剂、燃料油添加剂、

复合添加剂三大类 41 小类油品添加剂的作用原理、技术进展、发展趋势和产品信息，同时还介绍了各类油

品添加剂实验室评定方法和台架试验方法。重点介绍了各类商品添加剂的产品信息，包括添加剂的牌号、中

文名称、化学结构（复合剂为配方组成）、产品性能、质量标准、生产方法、主要用途、包装储运等信息。

为方便读者查阅，书中设置了添加剂牌号索引和中文名称索引。附录收集了国外主要油品添加剂公司的添加

剂专利名录，读者可扫描书末的二维码获取。 

本书汇集了油品添加剂领域近年来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同时搜集了国内外知名油品添加剂企业最新的技

术和产品信息，对油品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应用均能提供实用的帮助。本书可供炼油厂、科研机构、润滑

油公司、各地方润滑油调和厂、精细化工厂中从事润滑油、燃料油及其添加剂生产和应用的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销售人员参考；同时也可作为教学培训单位和大专院校师生以及车辆、冶金、水泥、造纸、风电、船

舶、铁路、航空等行业润滑油使用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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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添加剂从 20 世纪 20～30 年代开始发展，伴随着终端用户工业技术

（汽车发动机新型设计）、环保法规（低排放和燃料经济性）、市场（长换油

周期和低维护成本）的变化，到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添加剂一直在持

续发展用于提高现代润滑油的性能，以满足Ⅱ、Ⅲ类基础油甚至是合成基础

油的应用、再生和生物降解油品需求的增长，来应对不同应用领域油品配方

要求的挑战。 

润滑油质量的保证离不开添加剂产品，添加剂是提高润滑油质量、扩大

润滑油品种的主要途径，也是改进润滑油性能、节能及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

手段。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发动机润滑油中很少使用添加剂，一般用直馏

的矿物油就能满足使用要求。直到 1935 年，美国 Caterpillar Tractor 公司研

制的较大功率的中速柴油机在使用时发现活塞沉积物较多，导致黏环，发动

机无法正常工作，通过加入当时由 Chevron 公司和 Lubrizol 公司研制的有机

酸盐于柴油机油中，解决了这些问题，从此发动机油进入了使用添加剂的时

代。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国外各大石油公司相继研制开发了烷基萘降凝剂、

聚异丁烯黏度指数改进剂、各种羧酸盐（皂）、烷基酚盐和硫化烷基酚盐、

磺酸盐、水杨酸盐及膦酸盐金属清净剂产品，以及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抗氧

抗腐剂等多种润滑油添加剂产品。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外开发应用了丁二

酰亚胺无灰分散剂产品，有效地解决了油品低温油泥分散的问题，并且通过

丁二酰亚胺无灰分散剂与金属清净剂的复配使用，在提高油品使用性能的同

时，降低了油品中添加剂总用量，是润滑油添加剂技术领域的一大突破。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形成了以金属清净剂、无灰分散剂、二烷基二硫代磷酸

锌抗氧抗腐剂为主的内燃机油添加剂体系，随后润滑油添加剂的发展进入了

平稳时期，主要是改进添加剂产品结构、添加剂产品系列化、提高添加剂产

品性能，以及研究添加剂产品的复合效应。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国际市场上润滑油添加剂主要以复合剂的形式出

售，目前的中高档油品几乎全部采用复合添加剂调和。复合剂的使用简化了

润滑油品的调和工艺，在考虑其与基础油适应性的同时，赋予了基础油本身

没有的性质，如抗泡、破乳化等性能，还能改进基础油原有的性质，如抗磨、

防锈等性能。复合剂的精髓是配方技术，是添加剂产业相对独立的技术，开

发程序复杂、时间较长，通常需要大量的化验、检测和模拟评定工作，反复

对配方进行修改，配方开发是耗时、耗财的一项工作。配方技术开发高昂的

费用是世界添加剂兼并重组的推动力，是形成目前四大添加剂公司的重要原 

 

序 



 

 

因。未来，低硫、低磷、低灰分是复合添加剂的发展方向。随着添加剂技术的提高、单

剂质量的提升，复合剂加剂量也会随之降低。由于复合添加剂体系不同，不同厂家的复

合添加剂的指标差别也较大。 

燃料油添加剂伴随着燃料油质量的提高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节能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相关的汽油清净剂、汽油抗爆剂、柴油清净剂、柴油润滑性添

加剂、柴油降凝剂、柴油十六烷值改进剂等多种燃料油添加剂迅速发展。燃料油添加剂

的研制开发和生产应用积极地推动了清洁燃料的产业化和商品化。 

《油品添加剂手册》在详细论述润滑油添加剂单剂、燃料添加剂单剂、复合添加剂

技术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系统归纳了主要添加剂公司添加剂产品的化

学结构、产品性能、质量标准、生产方法、主要用途、包装储运、注意事项、实验室评

定方法和台架试验等，是近年来难得出现的一部工具书，不仅可供科研、生产和教学培

训人员随时查阅，甚至可作为现代添加剂技术知识的普及手册。 

我要感谢所有作者，为油品添加剂工业奉献了这一宝贵资源。希望这本手册能为广

大的添加剂工作者带来帮助和启迪，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提高我国润滑油和燃料油技术、

生产和应用水平，推动我国润滑油和燃料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赵崇智    

2019 年 10 月 

 



 

 

 

 

油品添加剂是指加入油品中能显著改善油品原有性能或赋予油品某些

新的品质的化学物质，按应用场合可分为润滑油添加剂、燃料油添加剂、复

合添加剂和其他添加剂四类。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油品中很少使用添加剂。随着车辆发动机及传动

系统设计的进步和机械设备的发展，对油品性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促

使油品添加剂技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得以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 60 年代

后期至 70 年代，油品添加剂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其发展主要是改进

各种类型添加剂的化学结构、品种系列化、提高单剂性能，同时进一步研究

这些添加剂的复合效应，发展多功能添加剂，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市场上油

品添加剂主要以复合剂的形式出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油品添加剂的重要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新法

规变化的影响，美国环保局采用的毒性和废液处理条例要求取缔一些常用有

毒添加剂，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制法案》（即 REACH 法规）

对化学品的管理约束了一些化合物在添加剂中的应用。法规的持续推动已使

燃料和润滑油组成逐渐发生变化，油品添加剂的配方开发也受到一定制约。 

可以说，随着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需求，新的机械设备朝着缩小体积、

减轻重量、增大功率、提高效率、增加可靠性和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对油

品及其添加剂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在此驱动下，油品添加剂仍将持续发展，

并在提高现代油品的性能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书从油品添加剂的技术发展趋势、市场需求和应用等领域出发，分五

章对油品添加剂做了系统介绍。 

第一章概述了油品添加剂市场及其影响因素、油品添加剂的技术进展和

发展趋势、国内外油品添加剂的产业发展现状等。 

第二章至第四章对润滑油添加剂、燃料油添加剂、复合添加剂按照石油

化工行业石油添加剂的分类标准分节介绍。润滑油添加剂包括清净剂和分散

剂、抗氧抗腐剂、极压抗磨剂、油性剂和摩擦改进剂、抗氧剂和金属减活剂、

黏度指数改进剂、防锈剂、降凝剂、抗泡剂、乳化剂。燃料油添加剂包括抗

爆剂、金属钝化剂、防冰剂、抗氧防胶剂、抗静电剂、流动改进剂、防腐剂、

消烟剂、十六烷值改进剂、热安定剂、染色剂，同时根据燃料油的发展，去

除了标准中的抗磨剂和抗烧蚀剂，增加了润滑性改进剂和助燃剂，将原标准

的清净分散剂改名为燃油清净剂。复合添加剂包括汽油机油复合剂、柴油机

油复合剂、通用汽车发动机油复合剂、铁路机车油复合剂、船用发动机油 



 

 

复合剂、工业齿轮油复合剂、车辆齿轮油复合剂、通用齿轮油复合剂、工业润滑油复合

剂、防锈油复合剂，同时根据润滑油和燃料油的发展，将标准中二冲程汽油机油复合剂

改为摩托车油复合剂（包含二冲程和四冲程摩托车油复合剂），增加了汽油/轻负荷柴油

发动机油复合剂、代用燃料发动机油复合剂、多效齿轮油复合剂、液压油复合剂、金属

加工液复合剂、自动传动液复合剂。这三章的每一类添加剂都描述了其作用原理、技术

进展和发展趋势；同时系统介绍了国内外主要添加剂公司相关产品的牌号、化学名称、

化学结构、产品性能、质量标准、生产方法、主要用途、包装储运、注意事项等内容（质

量标准中的物质含量、主要用途中的加剂量无特殊说明的均指质量分数）。 

第五章介绍了油品添加剂的实验室评定方法和台架试验，不仅包含理化指标、元素

和结构组成等的实验室分析方法，还包含了润滑油和燃料油的主要模拟评定方法和台架

试验。 

本书由伏喜胜主编，中石油兰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的多位技术人员参与编写。本

书的编写历经数年，几易其稿，终于完成，本书是所有作者在添加剂领域多年经验的总

结、智慧的结晶，不仅可供油品添加剂领域从事科研、生产、教学、培训的人员随时查

阅，甚至可作为现代添加剂技术知识的普及手册。希望本书能为广大的添加剂工作者带

来帮助和启迪，为我国润滑油和燃料油添加剂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要特别感谢赵崇智专家，在本书完成过程中给予

了无私帮助和鼓励，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同时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组织审

稿，给出了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为手册的完成倾注了大量精力。 

本书虽经多次修改，但限于编者水平及时间，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真诚期待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9 年 10 月 

 
 



 

 

 

 

 

 

AAMA       环保局和汽车制造商协会  LMOA       美国机车保养协会 

ACEA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LPG        液化石油气 

ACEA       欧洲标准 Mack       美国马克 

API        美国石油协会 MMT        甲基环戊二烯三羰基锰 

ATF        自动变速箱油 MSDS       安全数据说明书 

BRT        球锈蚀试验 MS 程序试验 发动机苛刻度程序试验 

BRT        汽油机油防锈性试验 MT         手动变速器 

CBT/HTCBT  柴油机油腐蚀性能试验 MTBE       甲基叔丁基醚 

CCD        燃烧室沉积物 NMMA       美国船舶制造商协会 

CCMC       欧洲共同体汽车制造商委员会 NMR        核磁共振波谱法 

CMOT       内燃机油动态微氧化试验 PAG        聚乙二醇油 

CNG        压缩天然气 PDK        双离合器 

CSTCC      连续滑动液力变矩器离合器 PFI        电子孔式燃油喷嘴 

Cummins    美国康明斯 PFID       喷嘴沉积物 

DCT        双离合器式自动变速器 PIB        聚异丁烯 

DCTF       双离合器变速箱油 PMA        聚甲基丙烯酸酯 

DMC        碳酸二甲酯 RFWT        滚动随动件磨损试验 

ECCC       电控变矩器离合器 ROBO       汽油机油抗氧化性能试验 

EOAT        发动机油空气混入性试验 SDT        低温油泥分散性能测定法 

ETBE       乙基叔丁基醚 SKF EMCOR  润滑油防锈性能试验 

FLENDER    泡沫试验法 SRV        润滑油摩擦磨损性能试验 

Ford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 TAME       叔戊基甲基醚 

FZG        工业齿轮油微点蚀试验 TAN        总酸值 

GDI        汽油直喷 TBN        总碱值 

GM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TEOST      发动机油热氧化模拟试验 

HFRR       高频往复试验仪 TFOUT      薄层吸氧氧化安定性测定法 

ILSAC      国际润滑油标准及认证委员会 TKC        取代酯 

ISD        汽油机进气系统沉积物 VII        黏度指数改进剂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WWFC       世界燃油规范 

IVD        进气阀沉积物 ZDDP       二烷基二硫代磷酸锌 

JASO       日本汽车标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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