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航适发〔２０２１〕６ 号

审定政策指导（ＣＰＧ－５）

航油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的审定指导

中国民航航油航化适航审定中心：

民航局已发布了 ６ 份航油技术标准规定《含合成烃的民用航

空喷气燃料》（ＣＴＳＯ－２Ｃ７０１）、《民用航空喷气燃料（试行）》 （ＣＴＳＯ

－２Ｃ７０２）、《煤直接液化喷气燃料（试行）》 （ＣＴＳＯ－２Ｃ７０３）、《民用

航空发动机润滑油（试行）》 （ＣＴＳＯ－２Ｃ７０４）、《航空汽油》 （ＣＴＳＯ－

２Ｃ７０５）、《航空抗燃磷酸酯液压油》（ＣＴＳＯ－２Ｃ７０６），并采用技术标

准规定项目批准书（ＣＴＳＯＡ）批准航空油料的设计生产。 为进一

步规范航油的审定流程，并对《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合格审

定程序》（ＡＰ－２１－ＡＡ－２０２０－１２）进行补充，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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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中心按照 ＡＰ－２１－ＡＡ－２０２０－１２ 程序和本政策指导文件

附件《航油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合格审定程序补充》，规范有

序的开展航空油料适航审定。

附件：《航油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合格审定程序补充》

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



附件

航油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合格审定程序补充

本文件是《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合格审定程序》 （ＡＰ－２１

－ＡＡ－２０２０－１２，以下简称《ＣＴＳＯＡ 程序》）针对航空油料审定，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补充：

１．３．１ 申请，申请书应向民航局适航司提交，ＡＭＯＳ 系统中，选

择航空油料，并按照《ＣＴＳＯＡ 程序》的附件 ４ 填写申请书，其中“所

申请零部件的名称”应填写航空油料的名称，例如“航空燃料、航

空润滑油”，“型号 ／ 件号”应填写航空油料的牌号，如“３ 号喷气燃

料、１ 号润滑油”。

２．３．３ 审查，对于新型航空油料，或该油料的审查涉及到飞机、

发动机等系统，可视项目大小、复杂程度等因素成立 ＦＣＢ，由 ＦＣＢ

负责确定审定基础和审定计划，审议审查组成员的资格，监督审查

组的工作，协调与解决审定过程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并审议审查

组的审查报告，并由 ＦＣＢ 向民航局提出是否颁发批准书的建议。

ＦＣＢ 可由民航局、航油航化适航审定中心、飞机、发动机、用户以及

油料领域的专家组成，各单位委员数量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ＦＣＢ 委员数应为奇数，其中至少包括主任和秘书各 １ 位。 ＦＣＢ 主

任由民航局根据能力和信任原则指定，委员由主任按照以上原则

进行提名，并报民航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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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４．２ 技术资料评审，对于航空油料，申请人提交的技术资

料应包括油料的配方或 ／ 和生产工艺资料。 配方和工艺资料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工艺技术规程或工艺卡片、作业文件、组分或基础油

和添加剂的配比（润滑油还包括基础油和添加剂的供应商资料）、

原材料和三剂验收要求、原材料入厂检验报告、生产过程检验和出

厂检验要求等文件。 根据油料产品类别应分别满足附录 Ａ 要求。

４．３．３．４．３（１） ｃ）试验件的零部件的制造符合性检查要求，对于

航空油料，申请人应按照确认的配方或 ／ 和工艺进行生产，审查组

对前三个批次产品的生产流程、过程控制检验和出厂检验等过程

进行现场制造符合性检查，并进行现场取样。

５．３．３．４．３（２）试验，航空油料可分为首批检验和复核检验，复

核试验适用于航空润滑油的适航审定，复核试验的实验室应不同

于进行首批检验的实验室，不包括发动机试车和试飞，项目应为首

批检验项目的子集，且应与首批检验的油样为同一批次。 为考察

生产质量体系，要求至少完成三批次试验。

６．３．３．５ 生产审查，对于航空油料，审查组还应重点关注航空

油料的发出控制，发出航空油料前，应至少按照下列要求确认油料

质量：

ａ．应有经检测单位 ／ 化验室授权签字人签字确认的质量合格

文件，并对质量合格证中产品指标的符合性进行确认；

ｂ．应目视检查燃料的外观、水分和杂质；航空润滑油、液压油

和燃料添加剂发出前，应对外包装的完整性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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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应核对发油单或采购订单中的批次、牌号、数量和日期是否

正确。

ｄ．对于航空燃料，应现场监督检查油罐车、油船和槽车等装油

容器的清洗情况，并检查油罐车、油船和槽车等容器装满油

后的铅封、封盖螺丝是否完好。

ｅ．每批次油料的留样规则（可在发出或者生产环节留样）：

ｉ．喷气燃料留样数量为 ２．５Ｌ，留样时间不少于 ６ 个月；

ｉｉ．航空汽油留样数量为 ２０Ｌ，留样时间不少于 ６ 个月；

ｉｉｉ．航空润滑油和液压油留样数量为 ２４Ｌ，留样时间应与产品

保质期一致。

７．３．４．１ 颁证，由审查组向局方提交审查报告，作出是否颁证

的建议，对于航空油料审定，如成立 ＦＣＢ，审查组则向 ＦＣＢ 提交审

定工作总结，经 ＦＣＢ 会议审议，对是否通过适航审定进行投票表

决，做出是否颁证的建议，并向局方提交最终审查报告。

８．３．６．７ 质量系统的证后监管，参考 ＡＰ－２１－ＡＡ－２０１９－３１ 第 ５．

２．２ 条款开展。 对于航空油料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持证人，采

用风险管理方式，根据风险等级决定换证复查方式。 对持证人的

风险等级进行评定，按照表 １ 填写风险分级评价表，每 ２ 年按照表

２ 风险分级矩阵表，对持证人进行风险识别和评级，根据风险等

级，按照表 ３ 采取不同的换证复查方式。 换证复查时，如进行现场

审查，应确认其质量系统和生产工艺的有效性，至少完成 １ 批次产

品的生产全过程监督和取样，按照产品全规格检验或控制检验要

—５—



求进行试验，验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表 １ 持证人风险等级评定表

批准书持有人名称

批准书 ／ 批准书项目单编号

风险描述 风险等级分类

１）局方接到使用方投诉的产品质量问题 Ａ

２）抽查试验项目出现不合格或现场成品检验出现不合格 Ａ

３）局方组织或行业检测实验室比对 ｜ Ｚ ｜ ＞３ 或无正当理由不参加

比对的
Ａ

４）检测数据造假 Ａ

５）生产地址变更未及时向局方报告 Ａ

６）ＤＦＣＲ 离职未报告、ＤＦＣＲ 离职期间或 ＤＦＣＲ 证件有效期超期

违规执行 ＤＦＣＲ 的相关工作
Ａ

７）未按照经批准的配方和主要生产工艺进行生产 Ａ

８）中断生产一年以上 Ａ

９）质量系统文件不满足适航要求 Ｂ

１０）质量体系文件换版未向局方报告 Ｂ

１１）持证人质量体系运行中存在重复性不符合项 Ｂ

１２）局方组织检测实验室比对 ３≥｜ Ｚ ｜ ＞２ Ｂ

１３）组织机构、企业负责人、质量经理等关键岗位发生重大变化未

及时向局方报告
Ｂ

１４）原材料的供应商未经评估、审核并不在合格供应商清单中 Ｂ

１５）原材料未进行入库检验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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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未按照工艺卡片、操作规程或检验计划进行生产 Ｂ

１７）航空煤油生产商使用了新工艺或增加新装置不满 ２ 年 Ｂ

１８）出现工艺的小改，未进行验证 Ｂ

１９）不合格产品管理及纠正措施不到位 Ｂ

２０）人员培训和资质鉴定未按要求进行培训 Ｂ

２１）ＤＦＣＲ 工作报告未按时提交或未提交 Ｃ

２２）局方审核时的配合程度 Ｃ

２３）现场作业记录不齐全，记录缺少版本控制 Ｃ

２４）设施设备（包括计量器具、检测设备、生产设备）日常维护和检

查未按标准要求执行
Ｃ

２５）生产和检测环境不满足相关要求 Ｃ

２６）检验仪器缺少量值溯源或量值溯源不符合标准方法要求 Ｃ

２７）检测标准未及时更新与确认 Ｃ

２８）增加检测方法、检测设备时未进行技术确认 Ｃ

２９）不符合项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未按照适航要求和持证人制

度执行
Ｃ

３０）缺少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资料，或发现问题未进行有效整改 Ｃ

３１）局方认为其他严重的、一般的或轻微的情况（可 Ａ、Ｂ 或 Ｃ）

结论

评定人员：
日 期：

填表说明：风险等级分类栏填写 Ａ 或 Ｂ 或 Ｃ 或无，风险严重性说

明：Ａ：严重的，Ｂ：一般的，Ｃ：轻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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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风险分级矩阵表

“出现数量”是指风险严重性分类中出现 Ａ、Ｂ、Ｃ 类的数量；

注 ２：表中红色代表高风险，黄色代表中风险，绿色代表低风

险。

表 ３、不同风险等级换证复查方式

类型 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

检查方式 资料评审
换证复查时，进行现

场审查

每年不定期进行现

场监督检查，换证复

查时，进行现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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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航空油料的原材料、配方或 ／和生产工艺要求

１、石油基喷气燃料

（１）原料要求

（ ａ）来自于原油、天然气凝析油、重油、页岩油或油砂等。

（ｂ）加入的抗静电剂、抗磨剂、抗氧剂等添加剂，应使用申请

时适用燃料产品标准规定的或经民航局批准的添加剂。

（ ｃ）所有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保和毒性的要

求，应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或相关文件。

（２）工艺要求

（ ａ）主要包括常减压蒸馏、加氢精制、加氢裂化等工艺，应能

满足合格喷气燃料的生产需要。

（ｂ）若采用二次加工油作为原料，申请人应制定相关明确要

求，确定工艺、装置、添加比例以及使用等规定。

２、煤直接液化喷气燃料

（１）原料要求

（ ａ）来自于褐煤、烟煤或烟煤等。

（ｂ）加入的抗静电剂、抗磨剂、抗氧剂等添加剂，应使用申请

时适用标准规定的或经民航局批准的添加剂。

（ ｃ）所有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保和毒性的要

求，应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或者相关文件。

（２）工艺要求

—９—



煤直接液化喷气燃料应由原料煤经过加氢液化、加氢稳定

（溶剂加氢）和加氢改质等三步加氢工艺直接液化得到。

３、含合成烃喷气燃料

（１）原料要求

（ ａ）应来源于不同于传统喷气燃料的原料，如动植物油脂、农

林废弃物、煤炭等。

（ｂ）加入的抗静电剂、抗磨剂、抗氧剂等添加剂，应使用申请

时适用标准规定的或经民航局批准的添加剂。

（ ｃ）所有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保和毒性的要

求，应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或者相关文件。

（２）工艺要求

含合成烃喷气燃料应满足但不限于以下工艺中一种：

（ ａ）费托合成（ＦＴ－ＳＰＫ）；

（ｂ）酯和脂肪酸加氢（ＨＥＦＡ－ＳＰＫ）；

（ ｃ）合成异构烷烃（ＳＩＰ）；

（ｄ）合成石蜡煤油加合成芳烃（ＳＰＫ ／ Ａ）；

（ ｅ）乙醇制合成石蜡煤油（ＡＴＪ－ＳＰＫ）；

（ ｆ）催化热裂解（ＣＨＪ）；

（ ｇ）源于藻类的烃 ／ 酯 ／ 脂肪酸加氢（ＨＣ－ＨＥＦＡ ＳＰＫ）；

（ｈ）共炼（Ｃ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ｉ）ＳＡＳＯＬ；

（ ｊ）以及其他已获批准的新工艺。

—０１—



４、航空汽油

（１）原料要求

（ ａ）来源于原油和天然气凝析油，也可以含合成烷烃或合成

芳烃。

（ｂ）加入的抗爆剂、染料、抗氧剂和抗静电剂等添加剂，应使

用申请时适用标准规定的或经民航局批准的添加剂。

（ ｃ）所有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保和毒性的要

求，应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或者相关文件。

（２）配方及工艺要求

（ ａ）配方应至少包括组分、添加剂以及添加比例和允许误差

范围等内容，且有数据或证据表明，在规定的添加比例和

允许误差范围内调合的产品，仍能满足性能要求。

（ｂ）由组分和添加剂按一定比例调合而成。

５、航空润滑油

（１）原料要求

（ ａ）应主要以石油馏分油，聚 α 烯烃或多元醇酯等合成油，或

者其混合物为基础油。

（ｂ）对于航空涡轮润滑油，采用抗氧剂、抗磨剂以及抗泡剂等

添加剂时，不得使用含有钡和钛类有机化合物。 如果使

用磷酸三甲酚酯（ ＴＣＰ）添加剂，其中邻位异构体的质量

分数不应超过 ０．２％。

（ ｃ）所有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保和毒性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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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应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或者相关文件。

（２）配方及工艺要求

（ ａ）应由基础油和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调合而成。

（ｂ）添加剂的添加比例和允许误差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添加剂的添加比例

（添加剂质量 ／ 总质量）×１００，％
允许误差范围

（误差质量 ／ 添加剂质量）×１００，％

≥２ ±５

０．１－２ ±１０

≤０．１ ±２０

　 　 ６、磷酸酯型航空液压油

（１）原料要求

（ ａ）应主要以磷酸酯类化合物为基础油。

（ｂ）所有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保和毒性的要

求，应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或者相关文件。

（２）配方及工艺要求

应由基础油和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调合而成。

７、航空燃料添加剂

（１）原料要求

所有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环保和毒性的要求，

应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ＳＤＳ）或者相关文件。

（２）配方及工艺要求

（ ａ）添加剂的有效成分可以是单一化合物或混合物，也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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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必要的溶剂。 添加剂应有明确的化学成分及含量；如

果添加剂是溶解在溶剂之中，还应有明确的溶剂成分。

添加剂应有产品标准（或规范），明确添加剂的物理化学

性能及质量控制要求。

（ｂ）应通过化学合成、分离以及调合等工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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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各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中心。

　 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