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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强化，反应时间可以从几小时缩短到十几秒，

万吨级反应器及配套装置占地面积仅需20 m2左

右。微通道反应器技术具有系统集成度高，生产线

放大效应小，生产过程安全性和反应选择性好、收

率高、副产物和三废少、能耗低等优点，适用于快速

混合、强放热、易燃易爆的精细化工生产。 
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自20世

纪90年代开展微通道反应器技术的研究，我国微通

道反应器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发展与国外同步，并

已小有成就。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清

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天津大学和

常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及相关企业成立

了微通道反应器技术研发团队，并取得了产学研结

合的丰硕成果，建成了多套万吨级产业化生产线，

如磷酸二氢铵、纳米碳酸钙、湿法磷酸净化、硝酸异

辛酯和氢氧化镁阻燃剂等生产线。

来自濮阳蔚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尚舜

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斯递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和

连云港连连化学有限公司等橡胶助剂企业的工程

技术人员以产业化实践经验介绍了微通道反应器

技术在橡胶促进剂和防老剂生产中应用的优势：

物料配比精准；生产连续化，反应转化率高；过程

无挥发物，快速降温，反应时间和生产风险可控；

产品质量稳定。

产学研结合是促进微通道反应器技术推广应

用的最有效举措。会上，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

研究所与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工

业大学与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分别举行了

微通道反应器技术产学研签约仪式。

会议指出，尽管微通道反应器技术目前还存

在微通道易堵塞、固体催化剂使用受限、传感器和

控制器集成度需要进一步提高等问题，但是对传

统化工装置而言，微通道反应器技术是革命性的

颠覆，将为橡胶助剂行业等化工产品开启崭新的

高效精细生产时代，为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创新能

力、实现绿色发展提供有效手段。预计未来5～10
年，微通道反应器技术将在精细化工领域推广。

橡胶助剂行业应以微通道反应器技术为突破口，

以智能化带动自动化，以自动化促进智能化，实现

绿色生产。

（本刊编辑部 黄家明）

第16届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

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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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3日，第16届中国国际橡胶技

术展览会、第13届中国国际轮胎资源循环利用展

览会、第10届亚洲埃森轮胎展在上海浦东新国际

博览中心同时举行。

随着世界橡胶工业的高速增长，业界企业的

沟通、交流、合作不断延伸、扩大。本届展会展出

面积达到5万m2，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600
余家企业，32余家专业媒体、协会、相关行业机构

参展，展品涉及橡胶机械设备、橡胶化学品、橡胶

原材料、橡胶制品和半成品，堪称橡胶行业的年度

盛会。

展会同期举办了2016橡胶技术、智能制造高

峰论坛、炭黑技术交流会和轮胎精益生产案例分

享会。业界各领域领先企业的技术专家分析了当

今橡胶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产品、新材

料等的发展动态和趋势，并针对目前轮胎等橡胶

产品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环保升级、贸易壁

垒等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对于改善生产工艺、提升

产品竞争力、实现橡胶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很有

帮助。

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览会始自1998年，经历

了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业内企业进行品牌宣传及

贸易促进的有效平台，是世界橡胶工业发展的风

向标和促进剂。2017年，中联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将与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携手进行战略合作，共同

举办下一届展会，打造国际橡胶行业及相关领域

相互交流的高端平台。

（本刊编辑部　张　钊）

制造高附加值轮胎离不开智能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TQ336. 1；TQ330. 4＋93  文献标志码：D

生产高附加值轮胎，是每个轮胎企业的追求，

但除了掌握好的技术、绿色的原材料等，智能化生

产也是重要的一环，因为若无智能化生产，生产工

艺中所要求的高质量都是空谈。

（1）智能建设，让短板迎刃而解。

山东东营一家轮胎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轮胎



第 1 期 轮　胎　工　业 61

生产企业硫化车间在高温环境下进行生产的过程

中极易产生难闻气体，使生产人员在工作过程中

的状态受到影响。与此同时，随着轮胎生产员工

青黄不接的现象频繁发生，用工荒在轮胎企业比

比皆是。

而利用工业机器人来替代之前的人工操作则

能解决企业的心腹之患。据悉，山东的轮胎巨头

都在研究利用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工，智能化生产

已经提到了轮胎企业的正式日程表中。

双星集团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14年，双星

集团就与世界橡胶机械行业排名第一的德国HF集
团签署了液压载重汽车轮胎硫化机合作协议。双

星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柴永森表示，过去公司生

产主要靠人工，而现在则是加工智能化、制造智能

化、企业互联化的运作模式，保证了生产的高效率

和产品的高质量。

“通过工业机器人自动运作，新建生产线将节

省三分之一的人力。”该公司副总经理李勇如此

表示。

正是因为尝到了这样的甜头，双星集团未来

还将在生产中大力推广机器人，通过信息化、智能

化、自动化建设来达到提效降耗的目的。

此外，在工信部、财政部联合批复2016年度智

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立项中，仅

青岛就有4个轮胎项目入选。

业内专家认为，基于轮胎行业存在的短板，如

何利用互联网工具以及智能制造的手段来提升中

国轮胎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是眼下必须考虑的

重点。专家表示，以目前全球日益普及的轮胎标

签法来看，国外的轮胎企业大部分属于B级和C级，

有的甚至能达到A级，而中国的轮胎制造商大多处

于F级和D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轮胎的制

造工艺和原材料方面，中国企业还存在较明显的

短板。

对此，李勇也表示，对于是否引进智能化，企

业发展观念转变与否尤为重要。

（2）转型高端，开启全新解决方案。

“面对国外轮胎品牌的强势，国内轮胎企业

压力山大，制造绿色轮胎和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

轮胎成为大势所趋，但若无智能化生产，这一切

都是空谈。”山东省橡胶行业协会会长张洪民如 
是说。

张洪民介绍，国内轮胎企业已超过500家，轮

胎产量现已占全世界轮胎产量的35%，但收入却只

占全球同行业的15%，其中中国轮胎企业前20的收

入总和，与世界第一名差不多。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

因，在于中国轮胎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资金

密集型和管理粗放型，仍以价格战和规模化生存

为主，而信息化、自动化的水平太低。

好在这种情况正在大大改观。在青岛森麒麟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的轮胎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

目车间内，从密炼到成型、硫化、检测、入库全流程

已经全部实现了自动化。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中心总工程师李忠东说：“这条生产

线的智能制造水平在全球轮胎行业中都属于领先

水平。”据悉，该公司已经与青岛华高石墨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约，2016年将进行导静电轮胎批

量试制，世界第一条石墨烯导静电轮胎有望在不

久的将来在青岛下线并推向市场。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实施智慧工厂解决方

案，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用信息化技术

对生产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和产品质量永久追溯。

正是由于这些支柱企业先行先试的决心与带动，

轮胎产业才能够加快转型升级。

“制造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口就是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脱胎换骨，增加智能生产比重。

2015年以来，青岛在国内率先出台互联网工业发

展行动方案，计划到2020年，改造500个自动化生

产线或数字化车间、建设50个智能工厂或互联工

厂。”青岛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岛制造业

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转型升级，正是基于各产业

中骨干企业创新引领，采用高新技术实施智能化

改造打造全自动生产线，从而在整体下滑的大环

境下赢得先机。

面对行业整体订单下滑、产能严重过剩的情

况，青岛市橡胶产业链在2016年上半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317. 7亿元，同比增长3. 8%。这样的成绩与

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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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方推动，借力智能制造升级。

在山东轮胎企业智能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少

不了各方不遗余力的支持。

“十二五”以来，青岛市将智能制造、绿色制

造、制造业信息化、“互联网＋”等作为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加大项目支持和研发投

入，加快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关键技术攻关和产

业升级。青岛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智能化

生产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现在的形势正倒逼企

业不得不迈出这一步。

工信部发布的轻工业发展5年规划中，提出要

重点推进智能制造。围绕国家实施的智能制造专

项行动，青岛积极推动工业企业的智能改造，推广

智能制造标准化研究和制造新模式的应用。

为此，青岛市出台了《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办法》《高端研发机构引进管理办法》《创新创

业领军人才计划实施细则》等，在人才引进、创业

孵化、平台建设、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加强对智能

制造领域的引导和支持，通过整合创新资源，在智

能制造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和海洋高端装备等领

域率先取得突破，打造青岛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变革中的领先地位。

在高端轮胎研发生产方面，青岛市科技部门

围绕先进制造技术最新动向，帮助企业开展制造

领域技术研发攻关，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的

深度融合，提高制造业信息化水平，促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青岛市

面向全球积聚创新资源，部署建设橡胶材料与装

备等智能制造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流程制造关键

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工程，探索智能

制造生产新方式。

（摘自《中国化工报》，2016-10-13）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将成汽车标配

中图分类号：TQ336. 1；U467. 4＋2  文献标志码：D

2016年9月27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汽车电子与电磁兼容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审

查会，重点审查了轮胎气压监测系统（TPMS）、电

磁兼容、功能安全等重要标准。经充分讨论，审查

会通过了《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法》（GB 26149）强制性国家标准送审稿，

同时要求标准主要起草人按照审查意见抓紧修改

完善标准文本，并尽快将修改完善的标准文本上

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6年10月18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标准法规二室（节能、部件系统）主任朱彤说：

“强制性国家标准《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

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已经通过技术审查，将由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批和确定具体实施时间并予

以正式发布。”这意味着，TPMS未来将成为汽车

标配。

（1）曾有质疑反对声音。

从当前汽车技术发展趋势来看，轮胎气压监

测系统成为汽车标配是必然的，即使轮胎气压监

测系统强制标准多年来在国内前行波折重重。自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13年3月1日对

《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

法》国家强制性标准拟立项事宜公开征求意见以

来，行业内对此的质疑和反对从未停止。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2013年3月12日由桂

林安金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周龙庚和傅建中在《傅

建中的博客》里联名发表的《反对〈乘用车轮胎气

压监测系统〉国家标准专项立项意见及建议》（简

称《意见及建议》）。

周龙庚和傅建中反对《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

系统》国家标准专项立项的主要理由如下：乘用车

TPMS是缺陷存疑技术产品，存在无法逾越的“实

用性缺陷”障碍，属于落后过时技术产品；其设计

缺陷存在巨大的民事索赔风险；某一位专家关于

TPMS标准的提案背景并不单纯，实际是上海某公

司等TPMS生产商游说的结果。

《意见及建议》特别指出：“具有知识产权保

护的自主创新技术TPMS是建立中国汽车工业第

一个技术门槛的机遇。TPMS是基于TPMS平台的

技术创新，国家可以运用《专利法》规定的‘专利强

制实施许可’方式，让TPMS技术被本土TPMS企业

公平应用、实施。同时，受知识产权保护的TPMS
技术是国内TPMS产业整合、升级的难得机遇和最

佳条件，能够让国内TPMS产业重新获得生机和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