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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力手段。

世界各国对轮胎产品认证都十分重视 ,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还

对轮胎产品实施强制认证制度。我国轮胎产

品认证于 90 年代中期开始实施 ,虽然起步较

晚 ,但起点很高 ,一开始认证就采用了达到国

际水平的标准 ,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已有 20

个大型轮胎企业通过了轮胎产品认证 ,认证

声誉逐渐提高。为让更多的轮胎企业更全面

地了解我国轮胎产品认证 ,在轮胎行业更深

入地开展轮胎产品认证 ,本文将对我国轮胎

产品认证情况进行详细介绍。

1 　认证机构

我国轮胎产品的认证机构是中国轮胎产

品认证委员会 (以下简称认证委员会) ,英文

名称为 China Committee for Conformity Cer2
tification of Tyres (缩写 CCCT) 。它是国务

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轮胎行业产品

认证机构 ,是代表国家对轮胎产品实施认证

的唯一机构。

111 　认证委员会的组成

认证委员会是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化

司、化工部技术监督局、机械部汽车司和农业

装备司、交通部运输管理局和公路科研所、公

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科技

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交通运输

部、国内贸易部非金属司、航空工业总公司技

术质量监督司、中联橡胶总公司及化工部北

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等轮胎产品生产、销

售、使用、科研和质量监督等有关部门的专

家 ,经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聘

任组成的。其中销售、使用、科研和质量监督

等部门的专家不少于认证委员会委员总人数

的 3/ 4。

认证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

秘书长、司库和委员组成。主任、副主任、秘

书长、副秘书长和司库组成行使认证职责的

执行委员会。认证委员会下设秘书处 (执行

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由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

计院承担) 、标准协调处、检查机构协调处、检

查处、申诉监理处等工作机构 ,并拥有一支

20 多人的国家注册质量体系审核员队伍。

112 　认证委员会的职能

认证委员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及与产品

认证相关和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进行认证

活动。

认证委员会采用国内统一、国际上通用

的第 3 方认证制度。第 3 方依据认证程序对

产品进行认证 ,并对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项

目给予书面保证 (证书) 。

认证委员会对轮胎产品认证是根据认证

委员会编制的认证企业质量体系审核细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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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阝立
(国家橡胶轮胎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　100039)

　　轮胎产品认证是保证轮胎产品质量、提

高轮胎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水平及扩大轮胎

企业知名度、促进轮胎产品销售和走向国际

市场的一条有效途径 ,也是提高轮胎工业整

体水平 ,使之更好地适应汽车工业发展的一



申请认证企业进行质量体系审核 ,同时根据

确认的标准对轮胎产品进行检验 ,并通过颁

发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来证明某一轮胎产品

符合相应的并经确认的标准。

认证委员会的认证宗旨是 :保证轮胎产

品质量、提高轮胎产品信誉、保证用户和消费

者的权益、节约能源、促进国际贸易及进行国

际认证合作 ;认证准则是 :公正、科学和有效。

机构履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认证

委员会规定的职责 ,并接受它们的监督检查。

已认可的轮胎产品认证检验机构是 :国

家轮胎质量检测中心 (检测汽车轮胎和摩托

车轮胎) 、国家橡胶机械质量检测中心 (检测

气门嘴芯) 。

2 　申请认证的条件及认证产品范围和类型

国内外企业或其它申请人均可申请认

证 ,但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

(1)中国企业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外国企业持有有

关机构的登记注册证明 ;

(2)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补

113 　认证委员会的检验机构

国家或行业 (部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站) 、地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向认证

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经认证委员会初审合

格后 ,推荐给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

中国实验室国家认证委员会 ,经审核认可后 ,

即成为认证委员会的检验机构。认可的检验

充技术要求 ,或者符合国务院标准化主管行

政部门确认的标准 ;

(3)产品质量稳定 ,能正常批量生产 ,并

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

(4)国内企业 (含合资企业和三资企业)

质量体系符合 GB/ T 19000 —92 标准 ,而国

外企业质量体系符合所在国等同 ISO 9000

标准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系列标准及其补

充要求。

认证产品包括汽车轮胎、工程机械轮胎、

工业车辆轮胎、农业轮胎、翻新轮胎、摩托车

轮胎、气门嘴芯、骨架材料和胎圈钢丝等。已

开展认证的产品有汽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 ,

即将开展认证的产品有气门嘴芯和翻新轮

胎 ,计划开展的产品有工业车辆轮胎和农业

轮胎。

实行认证的轮胎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及其补充技术要求。

轮胎产品认证类型有安全认证和合格认

证两种。实行安全认证的产品必须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有关强制性标准

要求 ;实行合格认证的产品必须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的国家标准或行业

标准。汽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认证是安全认

证 ,其余产品的认证是合格认证。

获准认证的产品除接受国家法律和行政

法规检查外 ,免于其它检查。

3 　认证程序

轮胎产品认证的程序如图 1 所示。

311 　申请

(1)提交申请书

申请认证的企业应按认证委员会实施的

认证产品范围和认证规划确定的具体产品和

产品系列向认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国外

企业或者代销商还可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按规定格式填写认证

委员会提供的申请书后 ,将申请书和有关资

料[包括 : ①认证产品生产企业的质量手册

(包括为保证质量手册实施制定的支持性文

件及说明) ; 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

业执照》(外国企业应提交相关机构的登记注

册证明) ; ③认证产品的有关标准、产品主要

零部件和原料明细 ]提交认证委员会秘书处。

(2)审查申请书

秘书处接到企业提交的申请书和有关资

料后 ,经审查认为申请企业资料已齐全 (如不

全 ,则在一个月内致函企业补充资料) ,由秘

书处向企业发出《接受认证申请通知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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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轮胎产品认证程序图

审查如确实不能接受申请 ,秘书处则向申请

企业发出《不接受认证申请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3)交纳费用

申请企业接到《接受认证申请通知》后 ,

应按通知书上提供的有关国家规定向秘书处

交纳认证费用。

312 　企业质量体系审核

认证申请办理完毕后 ,认证委员会将委

产品按规定要求进行随机抽样 ,样品封存后

由企业送交认证委员会指定的认证检验机

构 ,认证检验机构按规定接收、保存和处理样

品。在接收样品时 ,经检查如果确认由于运

输引起样品损伤 ,经认证委员会确认后可重

新抽样。

样品检验是认证检验机构根据认证委员

会确认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及其补充技术

要求对样品进行检验 ,并按规定格式和要求

填写检验报告 ,检验结果和结论及意见必须

准确、清晰 ,经授权的负责人签名后报送认证

委员会。

已确认的汽车轮胎、摩托车轮胎、气门嘴

芯和翻新轮胎认证采用标准如表 1～3 所示 ,

这些标准均达到国际水平。

314 　认证产品的审批

认证委员会对质量体系审核报告和样品

检验报告审查并确定合格后 ,批准认证 ,颁发

认证证书 ,并准许使用与认证证书内容相一

致的认证标志。

对质量体系审核或样品检验不合格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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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2～4 名国家注册质量体系审核员组成的

质量体系审核组现场审核企业质量体系 ,即

按认证委员会编制的认证企业质量体系审核

细则及企业提供的质量体系文件 ,逐项现场

审核评定 ,并按规定格式和要求写出企业质

量体系审核报告和结论及意见 ,审核员签名

后报送认证委员会。

已确认的认证企业质量体系审核细则有

《汽车轮胎认证企业质量体系审核细则》和

《气门嘴芯认证企业质量体系审核细则》,正

在报批的认证企业质量体系审核细则有《翻

新轮胎认证企业质量体系审核细则》。

313 　样品检验

检查员在现场审核时对企业申请认证的



表 1 　汽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产品

认证采用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

性质
1 GB 2977 —89 载重汽车轮胎系列 GB

2 GB 516 —89 载重汽车斜交轮胎 GB

3 GB 9744 —88 载重汽车子午线轮胎 GB

4 GB 2978 —89 轿车轮胎系列 GB

5 GB 1191 —89 轿车斜交轮胎 GB

6 GB 9743 —88 轿车子午线轮胎 GB

7 GB 518

　　注 :序号 1～8 的标准类别为产品 ;序号 9～19 的标准

类别为方法。

业 ,秘书处向企业发出《产品认证不合格通知

书》,说明不合格的原因 ,并给予半年的整改

期。企业在整改期间内可以提出复审申请 ,

并交纳复审费。对复审后又未获批准认证或

在整改期限内未提出复审申请的企业 ,撤销

其本次认证申请。

315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认证证书是证明产品质量符合认证要求

和许可产品使用认证标志的法定证明文件 ,

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印制并统

一规定编号。

认证标志为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表 2 　轮胎气门嘴芯产品认证采用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

性质

　　注 :序号 1～7 的标准类别为产品 ;序号 8 和 9 的标准

类别为方法。

表 3 　翻新轮胎产品认证采用标准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标准

性质
1 　GB 7037 —92 翻新和修补轮胎 (斜交) GB

2 　GB 14646 —93 翻新和修补轮胎 GB

　(子午线)

　　注 :标准类别为产品。

确认的方圆认证标志 ,如图 2 所示。获准合

格认证的产品使用合格认证标志 ,获准安全

认证的产品使用安全认证标志。

认证证书持有者可以将认证标志标示在

产品、产品品牌、包装物、产品使用说明书和

出厂合格证上。在使用认证标志时 ,须在图

案正下方标出认证委员会代码 ( C11) 、认证

证书编号和认证依据的标准编号。

认证证书持有者必须建立认证标志使用

制度 ,定期向认证委员会报告认证标志的使

用情况。

4 　认证的监督管理

411 　监督审核和检验

认证委员会对认证产品的监督审核和检

验包括 :

(1)对获准认证产品的企业质量体系进

行监督性现场审核 ,以评定企业是否坚持执

行已建立起来的质量体系 ,并有所改进 ;

(2) 对带有认证标志的产品进行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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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摩托车轮胎 GB

8 GB 2983 —91 摩托车轮胎系列 GB

9 GB/ T 521 —93 轮胎外缘尺寸测定方法 GB/ T

10 GB 4501 —84 载重汽车轮胎耐久性试验 GB/ T

　方法 (转鼓法)

11 GB 6327 —96 载重汽车轮胎强度 GB/ T

　试验方法

12 GB 7035 —93 轻型载重汽车轮胎高速性 GB/ T

　能试验方法 (转鼓法)

13 GB 4502 —84 轿车轮胎耐久性试验 GB/ T

　方法 (转鼓法)

14 GB 4503 —96 轿车轮胎强度试验方法 GB/ T

15 GB 4504 —84 轿车无内胎轮胎脱圈阻力 GB/ T

　试验方法

16 GB 7034 —86 轿车轮胎高速性能试验 GB/ T

　方法 (转鼓法)

17 GB/ T 13203 —91 摩托车轮胎强度性能 GB/ T

　试验方法

18 GB/ T 13204 —91 摩托车轮胎高速性能 GB/ T

　试验方法 (转鼓法)

19 GB/ T 13205 —91 摩托车轮胎耐久性能 GB/ T

　试验方法 (转鼓法)

1 GB 3900 —91 轮胎气门嘴系列 GB/ T

2 GB 1796 —96 轮胎气门嘴 GB

3 GB 1795 —96 轮胎气门芯 GB

4 GB 12836 —91 无内胎气门嘴 (第 1 部分 GB

　卡扣式气门嘴)

5 GB 12835 —91 胶座气门嘴 GB

6 GB 9764 —88 轮胎气门嘴芯腔 GB

7 GB 9765 —88 轮胎气门嘴螺纹 GB

8 GB/ T 9766 —94 轮胎气门嘴试验方法 GB/ T

9 GB 9767 —94 轮胎气门芯试验方法 GB/ T



(a)合格认证标志

(b)安全认证标志

图 2 　认证标志示意图

C11 —认证委员会代码 ;X1X1 —认证产品序号 ;XXX—产

品认证证书编号 ;X2X2 —证书颁发年代

验 ,判定获准认证产品是否继续符合规定标

准的要求。

监督审核和检验的周期为第 1 年二次 ,

第 2 年以后每年不少于一次。其程序与认证

时程序基本相同。工作结束后 ,写出监督审

核报告和检验报告 ,报认证委员会并抄送认

证证书持有者。

对获得认证证书的外国企业和其它申请

人的产品和质量体系的监督审核和检验 ,可

根据双边协议、多边协议委托国外机构代理。

412 　认证证书有效期的延长

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5 年。愿意延长认证

证书有效期的企业应在有效期终止前 3 个月

向认证委员会提出延长认证证书有效期的申

请。延长认证证书有效期的申请、审核、批准

程序和内容与产品认证相同。审查合格后由

认证委员会向认证证书持有者发出《延长产

品认证证书有效期的通知》。

对延长认证证书有效期未通过的企业 ,

按 314 的规定处理。

413 　扩大认证产品范围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 ,认证证书持有者

希望扩大其认证产品范围 ,应向认证委员会

提出申请 ,认证委员会可视企业具体情况不

对企业进行质量体系审核 ,而只对新增型号

和规格产品进行检验 ,如检验结果符合认证

要求 ,可批准扩大认证产品范围。

414 　暂停使用认证证书

有下列情况之一 ,认证委员会会责令认

证证书持有者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志 :

(1)认证证书持有者或生产企业不能保

持产品质量稳定合格 ;

(2)监督审核和检验发现生产企业的质

量体系和产品质量达不到认证时的要求 ;

(3)用户对获准认证产品提出严重质量

问题 ,并经查实 ;

(4)认证证书持有者未按时交纳认证费

用。

认证委员会向这些认证证书持有者发出

《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通知书》,

并说明理由。

认证证书持有者接到《暂停使用认证证

书和认证标志的通知书》后 ,针对暂停原因 ,

在规定期限内改进后 ,可向认证委员会申请

恢复认证证书。认证委员会经复查合格后 ,

向认证证书持有者发出《恢复认证证书、继续

使用认证标志的通知》。

415 　撤销认证证书

有下列情况之一 ,认证委员会会撤销认

证证书持有者的认证证书 ,责令其停止使用

认证标志 :

(1)接到认证委员会暂停使用认证证书

和认证标志的通知后 ,不能按期改正 ;

(2)转让认证证书、认证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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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户普遍反映产品有严重质量问题 ,

且造成严重后果。

认证委员会向这些认证证书持有者发出

《撤销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的通知》,

并说明理由。

被撤销认证证书者 ,一年后才能重新提

出认证申请。

(2)使用新的商品名称 ;

(3)认证证书持有者变更 ;

(4)部分获准认证产品的型号和规格受

到撤销处理。

认证证书持有者可向认证委员会提出重

新更换认证证书的申请。认证委员会对重新

更换认证证书的申请审查合格后 ,由认证委

员会向认证证书持有者发出《重新更换认证

证书的通知》。

417 　注销认证证书

有下列情况之一 ,认证委员会会注销认

证证书持有者的认证证书 ,责令其停止使用

认证标志 :

(1)由于认证产品标准变更 ,认证证书持

有者认为达不到标准要求 ,不再申请重新更

换认证证书 ;

(2)在认证证书有效期满时 ,认证证书持

有者未在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向认证

委员会提出延长认证证书有效期申请 ;

(3)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 ,生产企业不再

生产认证产品或认证证书持有者停止其业

务。

认证委员会向这些证书持有者发出《注

销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的通知书》,

并说明理由。

5 　认证证书持有者的义务和权力

511 　义务

(1) 获准认证的产品 ,在设计、材料、标

准、计量、工艺条件和质量体系等方面有重大

变化 ,以及生产场地迁移或扩展时 ,认证证书

416 　重新更换认证证书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 ,出现下列情况之

一者 ,要重新更换认证证书 :

(1)认证产品标准变更 ;

持有者必须在一个月内报告认证委员会 ,以

便确定是否需要重新认证。

(2)认证委员会对获准认证产品所提的

意见 ,认证证书持有者要全部记录 ,每半年要

将认证产品质量综合情况报告认证委员会 ,

重大质量问题要及时上报。

512 　权利

(1)认证证书持有者对认证审查工作有

不同意见时 ,有权向认证委员会的申诉监理

处或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

(2)认证证书持有者对处罚不服时 ,可以

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 ,向作出处罚

决定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 ,对复议决

定不服 ,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 ,

向人民法院起诉。

6 　罚则

认证委员会及下设工作机构、认证检验

机构和从事认证工作的有关人员和获准认证

产品的企业违反有关产品质量认证的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章 ,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五章罚

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7 　认证情况

711 　现状

认证委员会成立于 1994 年 1 月 ,经过 4

年的不懈努力 ,已建立了一套完善文件体系

和规章制度 ,培养了一支技术素质好和思想

觉悟高的国家注册质量体系审核员队伍 ,认

证工作取得很大进展。1996 年 ,首批认证了

7 家轮胎生产企业的汽车轮胎 ,颁发认证证

书 10 张 ;1997 年 ,认证了 10 家轮胎企业的

汽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 ,颁发认证证书 11

张 ;1998 年以来 ,认证了 3 家轮胎企业的汽

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 ,颁发认证证书 4 张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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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为宣传认证企业、扩大认证产品在社

会上的影响 ,认证委员会召开了首批获证企

业新闻发布会 ,由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化工部新闻办公室和《人民日报》、《经济

日报》、《中国化工报》、《中国质量报》、《中国

这两批获证企业和产品的名单 ,广泛地宣传

了认证企业和产品 ,提高了认证企业和产品

的知名度 ,为用户购买满意的产品提供了依

据 ,同时使未认证的企业产生紧迫感和危机

感 ,更加积极地争取早日通过认证。

国家和行业的多次质量检测统计结果表

明 ,通过轮胎产品认证的企业 ,销售状况良

好。而且由于认证的监督审核管理和企业自

身的努力 ,生产管理到位 ,人员素质高 ,产品

质量稳定。

712 　发展方向

对快速发展的我国轮胎工业远远不够 ,扩大

构、报批产品认证采用标准和制定质量体系

审核细则)已基本就绪 ;工业车辆轮胎和农业

轮胎等产品的认证筹备工作也已起步。

(2)增加汽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认证企

业数量。我国轮胎企业有 300 多家 ,而已认

证的企业不足 20 家 ,这对我国轮胎整体质量

的提高极为不利 ,因此我国轮胎产品认证工
表 4 　汽车轮胎认证企业名录

序号 认证企业名称 批准日期　　 证书号　　

1 桦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196

2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296

3 青岛第二橡胶厂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396

4 上海轮胎橡胶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496

　大中华橡胶厂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41196

　正泰橡胶厂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41296

　载重轮胎厂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41396

　乘用轮胎厂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41496

5 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596

6 广州宝力轮胎有限公司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696

7 杭州中策橡胶 (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5 月 24 日 C110100796

8 中国神马集团橡胶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0897

9 天津轮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0997

10 银川中策 (长城)橡胶有限公司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1097

11 荣成国泰轮胎有限公司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1197

12 荣成荣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1297

13 吉化江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轮胎厂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1397

14 河南轮胎厂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1497

15 广州市华南橡胶轮胎有限公司 1997 年 3 月 19 日 C110101597

16 烟台轮胎厂 1997 年 10 月 31 日 C110101697

17 东风金狮轮胎有限公司 1997 年 10 月 31 日 C110101797

18 双喜轮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1 月 23 日 C110101898

19 辽宁轮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98 年 4 月 9 日 C110101998

20 云南省轮胎厂 1998 年 4 月 9 日 C110102098

　　注 :烟台轮胎厂和辽宁轮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摩托车轮胎通过了认证 ,认证号分别是 C110200197 和 C110200298。

834　　　　　　　　　　　　　　　　　　　　轮 　胎 　工 　业 　　　　　　　　　　　　　1998 年第 18 卷

轮胎产品认证范围已迫在眉睫。为此 ,认证

委员会准备在 1998 年展开气门嘴芯和翻新

轮胎认证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 (确定检验机

(1)扩大认证产品的范围。目前 ,轮胎产

品的认证仅限于汽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 ,这物资报》、《中国日报》报社等重要新闻单位参

加 ,会后各新闻单位对会议做了报道 ;认证委

员会还在《人民日报》、《中国汽车报》、《中国

质量认证》、《中国质量认证年鉴》、《橡胶工

业》和《轮胎工业》等报刊杂志上分别公布了



作任重而道远 ,必须不断地加快认证发展步

伐。近期已申请并拟认证的企业有洛阳轮胎

厂、山东泰山轮胎厂、南京锦湖轮胎有限公

司、四川橡胶厂、山东轮胎厂、安徽轮胎厂和

郑州轮胎厂等。

(3) 加强认证企业和产品的监督检查。

认证的最终目的是保证轮胎产品质量 ,推动

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提高 ,因此必须有力和有

8 　结语

轮胎产品认证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 ,将

子午线轮胎助剂发展迅速
据子午线轮胎原材料国产化总结会议报

道 ,参与“七五”和“八五”原材料国产化的 6

个科研院所和 20 个助剂厂通力合作 ,在 10

年间共建成了 27 条新的助剂生产线 ,将我国

橡胶助剂品种由原来的 100 多个增加到 200

多个 ,产能增加 1 万 t·a - 1 。

上海京海化工有限公司的高含量不溶性

硫黄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累计投入 2 000 万元

的资金 ;产能从鉴定时的 200 t·a - 1 ,经过“星

火计划”扩大到 500 t·a - 1 ,又经“火炬计划”

上到2 000 t·a - 1 ,到1998年将实现3 000

t·a - 1的目标 ;工艺由间歇式发展到连续化 ,

进而将实现一步法新工艺 ;品种从国产化初

期的 2 个发展到现在的 16 个 ,近年又推出升

级换代产品高温稳定不溶性硫黄 IS2HS 新系

列 ,并做到与老产品同价销售。

镇江金威集团有限公司的钴盐粘合剂

RC 系列是一个包括 4 类 11 个产品的项目。

该项目使我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 2 个钴盐

粘合剂品种齐全的国家。该公司在产能为

2 0 0和3 0 0 t·a - 1的中试规模基础上投资

4 500 万元 ,在镇江市高科技开发区建成了

产能为 800 t·a - 1的新厂。国内市场覆盖率

达 90 %。

太原有机化工厂是国产化树脂类产品的

集中生产单位 ,总产能由 500 t·a - 1扩大到

1 500 t·a - 1 ,还另建一套1 500 t·a - 1的烷基

酚配套装置 ,并开发出含交联剂的补强树脂。

琴波化工厂在本厂建成 1 000 t·a - 1苯

乙烯2茚树脂生产线后 ,现在又在昆山组建了

迪昆合资公司 , 新建装置产能为 3 0 0 0

t·a - 1 。

武汉泾河化工厂的塑解剂 B 由中试的

100 t·a - 1扩大到 300 t·a - 1 ;塑解剂 A 由中试

的 200 t·a - 1扩大到 1 500 t·a - 1 。

常州曙光化工厂的间甲体系粘合剂 R

系列由 300 t·a - 1扩大到 1 000 t·a - 1 ,亚甲基

给予体和间苯二酚给予体共 7 个新品种 ,均

为国际通用预分散型产品。

山东淄博颖汇橡胶助剂公司在“八五”攻

关中解决了叔丁胺合成技术 ,建成 600 t·a - 1

的促进剂 NS 装置 ,产品很快被国内多家子

午线轮胎生产厂选用 ,吨价比进口产品低 2

万多元 ,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 ,现在已开

始出口。到1 9 9 8年 ,该公司将建成产能为

2 600 t·a - 1的新生产装置。

此外 ,上海橡胶助剂厂的 300 t·a - 1对2
叔辛基苯酚甲醛树脂增粘剂 T KO 系列、青

岛助剂厂的 200 t·a - 1对2叔丁基苯酚甲醛树

脂 T KB 系列及南京曙光化工厂的硅烷偶联

剂等 ,在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生产成本上都

具有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的优势。

在攻关项目中 ,科研单位参与开发的产

品占 70 %以上 ,尤以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

院和山西化工研究所承担的专题最多。北京

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与兄弟厂合作 ,共完成

了包括不溶性硫黄、钴盐粘合剂、间甲体系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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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审核和监督认证企业和产品 ,发现问题

按规定及时处理和解决 ,巩固认证成果 ,杜绝

认证企业产品质量下滑。

更有力地推动我国轮胎企业和轮胎工业的发

展 ,从而为我国汽车工业的腾飞打下更坚实

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