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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

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

脱气底料100份、环氧化合物0.2～0.5份、热稳定

剂0.2～0.3份。本发明以环氧化合物、热稳定剂

依次与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混合加工，使煤

制油氯化石蜡成品热分解温度高，与下游产品

PVC树脂相容性好，解决了煤制油氯化石蜡长期

因热稳定性不高，难以进入高端市场、应用受限

的问题。本发明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CN 111138869 B

2022.06.03

CN
 1
11
13
88
69
 B



1.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

氯化石蜡脱气底料100份、环氧化合物0.2～0.5份、热稳定剂0.2～0.3份，制备方法包括：

(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

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

(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化合物进行预处理，通过鼓风机混

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

(3)将热稳定剂加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

到分解温度≥180℃煤制油氯化石蜡；

热稳定剂的制备方法包括：

Ⅰ、将亚磷酸酯与多元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碱金属氢氧化物，升温搅拌，并通入N  2

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度至固体全部溶解；

Ⅱ、继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

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缩水甘油醚、抗氧剂、抗紫

外线吸收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酯4～8份、多元醇5～10份、碱金属氢氧化物0.01～0.05份、缩水

甘油醚70～90份、抗紫外线吸收剂0.01～1份、抗氧剂0.1～5份、β‑二酮0.01～2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亚

磷酸酯为亚磷酸三辛酯、亚磷酸二苯葵酯、亚磷酸三壬酯、亚磷酸三苯酯、亚磷酸一苯二异

辛酯、亚磷酸二苯一异辛酯一种或几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多

元醇为乙二醇、1,2‑丙二醇、1,4‑丁二醇、1,3‑丁二醇、丙三醇、环六醇、季戊四醇、三羟基甲

基丙烷、三羟基甲基乙烷、木糖醇、山梨醇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碱

金属氢氧化物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一种或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缩

水甘油醚为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丁二醇二缩水甘油醚、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正丁醇缩水

甘油醚、丙三醇缩水甘油醚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环

氧化合物为环氧大豆油、环氧甲酯、环氧氯丙烷、环氧亚麻籽油一种或几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抗

紫外线吸收剂为UV‑531、UV‑326、UV‑327、UV‑328、UV‑P、UV‑O、UV‑9一种或几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其特征在于：抗

氧剂为抗氧剂164、抗氧剂264、抗氧剂1010、抗氧剂1076、抗氧剂GA‑80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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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氯化石蜡产品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

蜡。

背景技术

[0002] 煤制油也称煤液化油，是以煤炭为原料生产的液体燃料和化工原料，其中一部分

煤制油(煤制石蜡)是目前氯化石蜡生产的重要原料，这种煤制石蜡相对传统石油级石蜡要

廉价很多，较低的成本也是煤制油氯化石蜡生产和推广的主要优势，不仅节约了进口石油

级石蜡的外汇开支，也满足了国内对氯化石蜡的需求。

[0003] 但是煤制石蜡芳烃、氮、硫等杂质含量高，异构烷烃含量高，因此制得的氯化石蜡

产品颜色深、热稳定性相对石油级氯化石蜡要低的多，性能短板明显，缺乏市场竞争力，只

能应用在中低端产品中，限制了该类产品的市场推广，因此如何高效的提高煤制油氯化石

蜡的热稳定性以达到石油级氯化石蜡的质量标准，成为该领域急需解决的技术难点。

[0004] 提高煤制油氯化石蜡的热稳定性一般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制备氯化石蜡时应做

好脱气环节，严格控制产品酸值，尽量减少HCl的存在，因为HCl在氯化石蜡产品中有自催化

作用，可使氯化石蜡进一步分解，影响其热稳定性；二是氯化石蜡在存储过程中因长时间受

热或光照(紫外线)，缓慢分解释放出的HCl也影响其稳定性，因此选择高效的热稳定剂以提

高氯化石蜡热稳定性。

[0005] 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是传统的氯化石蜡稳定剂，但其结构单一用于煤制油氯化石

蜡热稳定性改善有限，且价格昂贵，一些含金属的氯化石蜡稳定剂虽效果好，但是对产品颜

色影响太大，均不满足经济实用、热稳定性高和优秀的耐黄变性能。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

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100份、环氧化合物0.2～0.5份、热稳定剂0.2～0.3份，制备方

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

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

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化合物进行预处理，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

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

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制油氯化石蜡。

[0008] 进一步的，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酯4～8份、多元醇5～10份、碱金属氢氧化物0.01

～0.05份、缩水甘油醚70～90份、抗紫外线吸收剂0.01～1份、抗氧剂0.1～5份、β‑二酮0.01

～2份。

[0009] 进一步的，热稳定剂的制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酯与多元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

入碱金属氢氧化物催化剂，升温搅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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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

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缩水甘油醚、抗氧剂、抗紫外线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全

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10] 进一步的，亚磷酸酯为亚磷酸三辛酯、亚磷酸二苯葵酯、亚磷酸三壬酯、亚磷酸三

苯酯、亚磷酸一苯二异辛酯、亚磷酸二苯一异辛酯一种或几种。

[0011] 进一步的，多元醇为乙二醇、1,2‑丙二醇、1,4‑丁二醇、1,3‑丁二醇、丙三醇、环六

醇、季戊四醇、三羟基甲基丙烷、三羟基甲基乙烷、木糖醇、山梨醇一种或几种。

[0012] 进一步的，碱金属氢氧化物催化剂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钾一种或两种。

[0013] 进一步的，缩水甘油醚为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丁二醇二缩水甘油醚、丙二醇二缩

水甘油醚、正丁醇缩水甘油醚、丙三醇缩水甘油醚一种或几种。

[0014] 进一步的，环氧化合物为环氧大豆油、环氧甲酯、环氧氯丙烷、环氧亚麻籽油一种

或几种。

[0015] 进一步的，抗紫外线吸收剂为UV‑531、UV‑326、UV‑327、UV‑328、UV‑P、UV‑O、UV‑9一

种或几种。

[0016] 进一步的，抗氧剂为抗氧剂164、抗氧剂264、抗氧剂1010、抗氧剂1076、抗氧剂GA‑

80一种或几种。

[0017] 本发明取得了以下的技术效果：(1)使用环氧化合物对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

在低温时进行预处理，保证了体系中HCl含量降到最低，提高了产品热稳定性及存储稳定

剂。(2)自主合成的热稳定剂成本低，热稳定效率突出，有效抑制煤制油氯化石蜡产品的初

期着色，改善产品的耐黄变性能，减缓产品的分解速度，延长黄变时间，提高产品整体的热

稳定性。(3)打破煤制油氯化石蜡热分解温度多年徘徊在140～150℃的技术瓶颈，使其在稳

定剂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热分解稳定度达到180℃以上。本发明具有潜在的市场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实

验方法们通常按照常规条件进行操作。除非另行定义，文中所述实用的所有专业与科学用

语与本领域熟练人员所熟悉的意义相同。

[0019] 实施例1

[0020]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大豆油0.2份、热稳定剂0.2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

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

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大豆油进行预处

理，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

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

制油氯化石蜡。

[0021]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一苯二异辛酯4份、季戊四醇5份、氢氧化钠0.01份、乙二醇

二缩水甘油醚70份、UV‑531抗紫外线吸收剂0.01份、抗氧剂264  0.1份、β‑二酮0.01份。热稳

定剂的制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一苯二异辛酯与季戊四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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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催化剂，升温搅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度至固体全部溶

解；Ⅱ、继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滤，然后在滤液中

依次加入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抗氧剂264、UV‑531抗紫外线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

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22] 实施例2

[0023]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大豆油0.2份、热稳定剂0.2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

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

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大豆油进行预处

理，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

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

制油氯化石蜡。

[0024]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一苯二异辛酯6份、季戊四醇7.5份、氢氧化钠0.03份、乙二

醇二缩水甘油醚80份、UV‑531抗紫外线吸收剂0.05份、抗氧剂264  3份、β‑二酮1份。热稳定

剂的制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一苯二异辛酯与季戊四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钠

催化剂，升温搅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度至固体全部溶

解；Ⅱ、继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滤，然后在滤液中

依次加入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抗氧剂264、UV‑531抗紫外线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

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25] 实施例3

[0026]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大豆油0.2份、热稳定剂0.2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

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

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大豆油进行预处

理，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

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

制油氯化石蜡。

[0027]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一苯二异辛酯8份、季戊四醇10份、氢氧化钠0.05份、乙二醇

二缩水甘油醚90份、UV‑531抗紫外线吸收剂1份、抗氧剂264  5份、β‑二酮2份。热稳定剂的制

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一苯二异辛酯与季戊四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钠催化剂，

升温搅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

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

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抗氧剂264、UV‑531抗紫外线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

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28] 实施例4

[0029]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甲酯0.4份、热稳定剂0.25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化

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油

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甲酯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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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入到

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制油

氯化石蜡。

[0030]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三苯酯4份、乙二醇5份、氢氧化钾0.01份、正丁醇缩水甘油

醚70份、UV‑326抗紫外线吸收剂0.01份、抗氧剂1010  0.1份、β‑二酮0.01份。热稳定剂的制

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三苯酯与乙二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钾催化剂，升温搅

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续升温

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正丁醇

缩水甘油醚、抗氧剂1010、UV‑326抗紫外线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得到无

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31] 实施例5

[0032]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甲酯0.4份、热稳定剂0.25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化

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油

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甲酯进行预处理，

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入到

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制油

氯化石蜡。

[0033]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三苯酯6份、乙二醇7.5份、氢氧化钾0.03份、正丁醇缩水甘

油醚80份、UV‑326抗紫外线吸收剂0.05份、抗氧剂1010  3份、β‑二酮1份。热稳定剂的制备方

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三苯酯与乙二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钾催化剂，升温搅拌，并

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续升温至180

～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正丁醇缩水甘

油醚、抗氧剂1010、UV‑326抗紫外线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

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34] 实施例6

[0035]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甲酯0.4份、热稳定剂0.25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化

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油

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甲酯进行预处理，

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入到

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制油

氯化石蜡。

[0036]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三苯酯8份、乙二醇10份、氢氧化钾0.05份、正丁醇缩水甘油

醚90份、UV‑326抗紫外线吸收剂1份、抗氧剂1010  5份、β‑二酮2份。热稳定剂的制备方法包

括：Ⅰ、将亚磷酸三苯酯与乙二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钾催化剂，升温搅拌，并通入

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续升温至180～200

℃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正丁醇缩水甘油醚、

抗氧剂1010、UV‑326抗紫外线剂、β‑二酮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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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稳定剂成品。

[0037] 实施例7

[0038]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氯丙烷0.5份、热稳定剂0.3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

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

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氯丙烷进行预处

理，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

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

制油氯化石蜡。

[0039]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二苯葵酯4份、山梨醇5份、氢氧化钾与氢氧化钠混合物0.01

份、丙三醇缩水甘油醚70份、UV‑P抗紫外线吸收剂0.01份、抗氧剂GA‑80  0.1份、β‑二酮0.01

份。热稳定剂的制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二苯葵酯与山梨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

钾与氢氧化钠混合物催化剂，升温搅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

温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

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丙三醇缩水甘油醚、抗氧剂GA‑80、UV‑P抗紫外线吸收剂、β‑二酮

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40] 实施例8

[0041]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氯丙烷0.5份、热稳定剂0.3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

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

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加入环氧氯丙烷进行预处

理，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加

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煤

制油氯化石蜡。

[0042]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二苯葵酯6份、山梨醇7.5份、氢氧化钾与氢氧化钠混合物

0.03份、丙三醇缩水甘油醚80份、UV‑P抗紫外线吸收剂0.05份、抗氧剂GA‑80  3份、β‑二酮1

份。热稳定剂的制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二苯葵酯与山梨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

钾与氢氧化钠混合物催化剂，升温搅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

温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

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丙三醇缩水甘油醚、抗氧剂GA‑80、UV‑P抗紫外线吸收剂、β‑二酮

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43] 实施例9

[0044] 一种热分解温度达180℃煤制油氯化石蜡，包括以下各组份：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

底料100份、环氧氯丙烷0.5份、热稳定剂0.3份，制备方法包括：(1)将氯化完毕的煤制油氯

化石蜡进行鼓风机脱气处理1～2h，除去氯化反应生成的HCl，并降温至70～80℃，形成煤制

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2)在步骤(1)煤制油氯化石蜡脱气底料中再加入环氧氯丙烷进行预

处理，通过鼓风机混合1h，进一步除去残留的HCl，并将温度降至50～60℃；(3)将热稳定剂

加入到步骤(2)得到的煤制油氯化石蜡底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即可得到分解温度≥180℃

煤制油氯化石蜡。

说　明　书 5/7 页

7

CN 111138869 B

7



[0045] 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二苯葵酯8份、山梨醇10份、氢氧化钾与氢氧化钠混合物

0.05份、丙三醇缩水甘油醚90份、UV‑P抗紫外线吸收剂1份、抗氧剂GA‑80  5份、β‑二酮2份。

热稳定剂的制备方法包括：Ⅰ、将亚磷酸二苯葵酯与山梨醇加入到反应釜中，加入氢氧化钾

与氢氧化钠混合物催化剂，升温搅拌，并通入N2保护，当温度达到150～160℃时保持反应温

度至固体全部溶解；Ⅱ、继续升温至180～200℃反应2h；Ⅲ、停止加热，冷却至50～60℃过

滤，然后在滤液中依次加入丙三醇缩水甘油醚、抗氧剂GA‑80、UV‑P抗紫外线吸收剂、β‑二酮

搅拌1～2h，至固体全部溶解，得到无色、均匀透明热稳定剂成品。

[0046] 对比例1

[0047] 对比例1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不加热稳定剂。

[0048] 对比例2

[0049] 对比例1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不加环氧大豆油。

[0050] 对比例3

[0051] 对比例1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环氧大豆油与热稳定剂同时加入。

[0052] 对比例4

[0053] 对比例3与实施例2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热稳定剂为市面上常用的稳定剂。

[0054] 对比例5

[0055] 市售石油级氯化石蜡成品。

[0056] 对比实验

[0057] (1)刚果红实验

[0058] 将实施例1‑9、对比例1‑5，用滴管一次吸取相同量装入试管，试管口塞上一个下方

挂有刚果红试纸的塞子，刚果红试纸下方距物料上液面边缘2cm，将试管放入油浴锅中，缓

慢加热，记录刚果红试纸变蓝的温度即为分解温度。

[0059] (2)变色实验

[0060] 将实施例1‑9、对比例1‑5记录其初始色度值，放入实验柜，避光放置30天后测试色

度值变化。

[0061] (3)耐温实验

[0062] 将实施例1‑9、对比例1‑5分别称取80g样品各放入100毫升玻璃烧杯中，记录初始

色度，将玻璃烧杯放置带旋转盘的烘箱中，180℃放置60min考察产品颜色色度值变化。

[0063] 实验(1)(2)(3)的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64] 表1为实验(1)(2)(3)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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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由表1可以看出，实施例1‑9所制备的煤制油氯化石蜡显示出优异的热分解温度和

抗变色能力，热分解温度均在180℃以上，不仅明显高于对比例1、4，而且与对比例5市售石

油级氯化石蜡性能相当或略高。热分解温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煤制油氯化石蜡在高温加工

过程中的耐温能力，抑制其在高温条件下颜色变深，从而也保证下游PVC制品的色泽。

[0067] 对比例2由于不加环氧大豆油、对比例3由于环氧大豆油没有提前加入，而是与热

稳定剂同时加入，其热分解温度低于实施例1‑9，高温放置60min时的色度值增加也较大，可

见环氧大豆油及其放置顺序对煤制油氯化石蜡的热稳定也存在较大的影响。

[006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另

外，各个实施例之间的技术方案可以相互结合，但是必须是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

现为基础；当技术方案的结合出现相互矛盾或无法实现时应当认为这种技术方案的结合不

存在，也不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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