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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介绍了日本冬用镶钉轮胎、雪泥轮胎、非金属防滑链及最近几年兴起的无镶钉轮胎的使用性

能、特点和对道路、环境的影响以及其发展、生产、销售情况。从中可以看出 ,镶钉轮胎已停止生产与销

售 ;金属防滑链和雪泥轮胎将减少生产与销售量 ,而非镶钉轮胎因具有使用方便、美观、安全等优点 ,成

为日本冬季专用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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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日本北部地区在冬季来临时普遍

采用镶钉轮胎、雪泥轮胎和非金属轮胎防滑

护意识的增强 ,要求生产高性能、不污染环境

的轮胎。

1 　镶钉轮胎

镶钉轮胎是 60 年代初首先在北欧开发

的一种轮胎 ,1963 年开始在日本上市 ,此后 ,

随着日本汽车运输业的发展 ,镶钉轮胎也得

到了迅速普及。所谓镶钉轮胎 ,就是在轮胎

胎冠两侧处埋植一定数量的特制钢钉 ,以提

高胎面对冰雪道路的抓着力与制动性。镶钉

轮胎提高了汽车在冰雪道路上行驶时的安全

性。但是 ,由于轮胎镶钉会使汽车在行驶中

破坏路面与道路标记 (白漆线) ,并产生大量

的粉尘或泥浆 ,噪声也大 ,对环境造成严重污

染。这一问题在春季冰雪融化时及汽车由冰

雪路面过渡行驶到非冰雪路面上时尤为突

出 ,有关人士要求日本汽车轮胎制造者协会

(JA TMA)采取措施解决此公害问题 ,使轮胎

行业由“重视安全的时代”向“考虑环境保

护的时代”转移。为此 ,JA TMA一方面修订

链 ,以克服由于天冷道路上形成的积雪和冰

冻带来的不便 ,保证行车安全。现在 ,随着轮

胎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人们对道路、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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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钉轮胎标准 ,一方面着手开发非镶钉轮胎。

JA TMA 于 1985 年对镶钉轮胎标准进

行了修订 ,其主要措施是相应减少原标准的

镶钉数量与镶钉法兰直径 ,降低镶钉突出胎

面的高度 ;其结果是在冰上行驶性能下降了

8 %～25 % ,但对路面的损伤却比原标准的镶

钉轮胎减少了 22 %～42 % ,其粉尘发生总量

也降低了 30 %左右[1 ] ,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为了减轻镶钉轮胎带来的不利影

响 ,在此期间 ,日本许多厂家相继开发了若干

种轮胎用非金属防滑链 ,同时 ,加快非镶钉轮

胎的开发与生产。

2 　非镶钉轮胎

日本环境厅会同交通安全、公路运输、

JA TMA 等部门 ,在非镶钉轮胎的开发、生产

取得了很大进展的前提下 ,经过长时间大量

的调查研究与宣传 ,制定了防止镶钉轮胎粉

尘的法律 ,并经国会批准 ,从 1991 年 4 月 1

日起停止生产与销售镶钉轮胎 (只有在特定

的地区或时期允许生产与销售) ,全面推广使

用非镶钉轮胎。1991 年 2 月至 1994 年 3

月 ,日本政府根据不同条件 ,分 13 批公布了

禁止使用镶钉轮胎的地区 ,最北端位于北海

道北部 (相当于我国哈尔滨地区) 。

为了全面推广使用非镶钉轮胎 ,日本环

境厅、交通安全及 JAM TA 等部门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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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查研究及宣传工作。据交通安全部门调

查 ,非镶钉轮胎优于镶钉轮胎及轮胎防滑链 ,

有的地区在 3 年内未发现因使用非镶钉轮胎

而发生交通事故 ;公路管理部门在使用非镶

钉轮胎后减少了公路维护工作量。环保部门

的调查则表明 ,随着使用非镶钉轮胎装车比

例的增大 ,所在地区的降尘量也随之降低 (见

表 1) 。

表 1 　日本仙台市 12 月至次年 3 月降尘量与镶钉轮胎装车率的关系[2 ]

项　　目
年　　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镶钉轮胎装车率 3 / % 57. 2 49. 0 34. 6 34. 1 21. 6 17. 4 13. 4 7. 0 6. 5

(89. 6) (91. 3) (50. 9) (55. 3) (34. 0) (35. 1) (21. 7) — (13. 4)

降尘量/ [ t·(km2·月) - 1 ] 44. 5 35. 6 30. 4 24. 1 18. 7 17. 8 15. 4 10. 4 7. 6

胎　种
年　　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轿车轮胎 73～78 77～82 78～84 82～88 87～92 89～93

载重轮胎 — — — — 73～78 78～83

　　注 :1)以镶钉轮胎的冰上行驶性能质量指数为 100 ;2)

各指数为各年度新产品轮胎的冰上行驶性能指数。

表 3 　替换胎中非镶钉轮胎

销售比例的变化[4 ] %

项　目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轿车轮胎 10. 4 22. 7 33. 9 52. 0 76. 6 89. 8

轻型载重轮胎 1. 0 3. 0 5. 9 13. 4 23. 4 32. 1

载重轮胎 — — — — — 3. 0

综合比例 6. 0 13. 9 21. 2 33. 8 51. 1 61. 4

项　目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轿车轮胎 1 080. 6 1 451. 0 1 094. 6 1 024. 7 1 320. 9

(98. 3) (98. 9) (98. 5) (98. 4) (98. 6)

轻型载重 246. 4 404. 7 316. 6 300. 9 374. 8

　轮胎 (54. 4) (72. 6) (70. 1) (69. 5) (73. 3)

载重轮胎 16. 9 21. 8 35. 0 49. 6 67. 1

(8. 1) (11. 6) (18. 9) (22. 6) (26. 1)

合计 1 343. 9 1 877. 5 1 446. 2 1 375. 2 1 762. 8

(76. 3) (84. 8) (82. 7) (81. 2) (83. 6)

　　注 :括号内为非镶钉轮胎在冬用轮胎中所占的比例

( %) 。

　　非镶钉轮胎的关键技术是胎面胶料与胎

面花纹。

试验表明 ,轮胎在冬季路面上打滑 ,并不

是因为路面结冰 ,而是由于轮胎胎面与冰冻

路面之间有一层非常薄的水膜。为此 ,各大

轮胎公司开发的非镶钉轮胎的胎面胶料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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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3 括号内为年度高峰值。

　　非镶钉轮胎上市以来 ,日本各轮胎厂家

相继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不断改进胎面配

方设计和花纹设计 ,使非镶钉轮胎的各种性

能不断提高 ,逐渐得到广泛承认与欢迎。几

年来产量不断提高 ,规格品种日益扩大。到

1991 年 ,非镶钉轿车子午线轮胎的冰上行驶

性能指数已达 89～93 (见表 2) 。非镶钉轮胎

的耐磨性能已超过普通雪泥轮胎。1990 年

冬季 ,在替换胎中 ,非镶钉轿车子午线轮胎的

销售比例已达到 8918 % (见表 3) 。与此同

时 ,大型非镶钉轮胎的研究开发也取得了很

大进 展。1990 年 在 北 海 道 的 试 验 表

明 ,大型非镶钉轮胎在压雪路面上的性能已

表 2 　日本非镶钉轮胎冰上行驶性能指数情况[3 ]

达到 95 % ,冻路面上已达到 78 %。

　　1991 年 4 月以后 ,日本政府明确规定停

止使用镶钉轮胎 ,这就给轮胎生产厂家开发

高性能的非镶钉轮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91～1993 年是开发高性能非镶钉轮胎的

高峰期 ,各大轮胎公司每年都有十几种新型

非镶钉轮胎上市 ,秋冬季节在轮胎刊物上竞

相刊登广告宣传各自轮胎的优越性能 ,使非

镶钉轮胎在冬用轮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见

表 4) 。

表 4 　近几年日本冬用轮胎中非镶钉

轮胎的销售量[ 5 ] 万条



以下特点 : ①轮胎硫化后 ,胎面胶中含有若干

微小的独立的气泡 ,当胎面与冰雪相接触时 ,

能迅速去除胎面与冰雪之间形成的水膜 ,提

高其抓着力 ,气泡的边缘效果也是提高其抓

着力的重要因素 ; ②胎面采用软质胶料 ,在低

温下也可产生较高的接地性 ; ③在胎面胶料

中加入适量的核桃壳粉或短纤维。

非镶钉轮胎的胎面花纹既不同于普通轮

胎的胎面花纹 ,也不同于雪泥轮胎的胎面花

纹。非镶钉轮胎的胎面花纹块较小 ,有若干

锯齿形细缝花纹 ,无直线花纹沟槽 ,可使轮胎

对冰雪路面具有良好的抓着力与制动性。

3 　雪泥轮胎

雪泥轮胎一直占日本轮胎总产量的

10 %以上 ,1992 年高达 1618 %(见表 5) 。80

年代后期 ,日本通产省要求冬用轮胎向非镶

钉轮胎转移 ,但雪泥轮胎产量仍有增无减 ,

1992 年达 2 74811 万条 ,但随着非镶钉轮胎

的推广与普及 ,雪泥轮胎的产量可能会逐年

减少。但由于某些地区、客户及出口的需要 ,

估计不会在短期内被淘汰。

表 5 　近几年日本雪泥轮胎产销情况[6 ] 万条

项　目
年　　份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生产量 1 658. 4 1 573. 4 1 843. 1 1 977. 8 1 722. 0 2 054. 9 2 748. 1 2 296. 4

国内销售量 1 451. 6 1 345. 3 1 558. 0 1 712. 2 1 502. 3 1 827. 7 2 448. 9 1 936. 6

出口量 203. 6 239. 2 274. 7 262. 6 229. 9 228. 8 296. 9 337. 3

合计 1 655. 2 1 584. 5 1 832. 7 1 974. 8 1 732. 2 2 056. 5 2 745. 8 2 273. 9

4 　非金属防滑链[7 ]

轮胎防滑链有金属制与非金属制 (橡胶

或树脂) 两种 ,金属防滑链占多数。1993 年

日本生产金属防滑链 126 万对 (其中有 30 万

对用于载重汽车) ,非金属防滑链 (主要用于

轿车)为 7216 万对。从用户反映看 ,金属防

滑链用于轿车时 ,行驶噪声高 ,乘坐舒适性

差 ,易损伤轮胎 ,且装配比较麻烦。非金属防

滑链则较柔软 ,行驶噪声较低 ,易装配 ,因此 ,

比较受到用户的欢迎。

非金属防滑链是用橡胶或树脂制成的网

状结构的部件 ,用连接件装在轮胎上 ,在胎面

及胎肩处以网状形式起到防滑作用。有的防

滑链的网状交接点还嵌有金属销钉。橡胶制

防滑链大都采用与轮胎相同或近似的胶料 ,

但多数采用 NR。树脂制防滑链几乎都是采

用热塑性聚氨酯 ( TPU) 。这两种防滑链均

为模制品 ,其销售比例大体相当。

过去 ,非金属防滑链大都由中小橡胶制

品厂生产 ,近几年日本各大轮胎公司也积极

参与生产与销售。1994 年冬季各大轮胎公

司的非金属防滑链销售计划为 :大津 　20 万

～25 万对 ,普利司通 　12 万对 ,冈本 　12 万

对 ,横滨橡胶 　6 万对 ,东洋橡胶 　4 万对 ,住

友橡胶 　315 万对。

5 　结语

从以上资料看 ,在日本镶钉轮胎已被明

文规定停止生产与销售。非镶钉轮胎因具有

使用方便、美观、安全等优点 ,将成为日本冬

季专用轮胎。今后 ,随着日本轮胎工业技术

的发展与进步 ,非镶钉轮胎将进一步提高其

性能 ,扩大用户及使用范围。金属防滑链有

可能被逐步停止使用或缩小允许使用范围 ;

非金属防滑链及雪泥轮胎将逐渐减少生产量

与销售量 ,但不会被列入禁止生产与销售之

列。非镶钉轮胎的出现 ,使日本冬用轮胎进

入一个全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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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部公布国家监督抽查

轮胎硫化机质量结果
　　化工部日前公布了 1997 年第 4 季度国

家监督抽查的化工产品质量结果。其中抽查

的硫化机是轮胎定型硫化机、平板硫化机、内

胎硫化机、卧式硫化罐 4 种。这是该类产品

第 3 次进行国家监督抽查 ,共抽查了 37 个企

业的 38 个样品。其中 ,合格企业 31 个 ,合格

率为 8318 % ; 合格样品 32 个 , 合格率为

8412 %。这一结果比 1992 年国家监督抽查

样品合格率约低 5 个百分点。

　　一些国有大企业、老企业在市场经济的

大潮中 ,能正确处理质量和产量的关系 ,不断

加强质量管理 ,坚持贯彻实施 GB/ T 19000 标

准 ,产品质量稳定提高 ,用户反映好 ,企业信

誉高 ,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抽查中也发现某些企业存在不认真执行

标准、管理松懈、检测手段不完善、技术力量

薄弱、工艺纪律不严等问题 ,造成产品多项质

量指标不合格。

(摘自《中国化工报》,1998202218)

我国翻新轮胎质量有所提高
　　国家技术监督局日前公布的国家监督抽

查结果表明 ,我国翻新轮胎的质量虽有提高 ,

但仍不高。

　　据 1994 年统计 ,我国经注册的轮胎翻新

厂家达 434 家。近年来 ,乡镇、个体企业纷纷

涉足翻胎业 ,由于这些企业工艺装备落后 ,技

术水平低 ,翻新轮胎质量差 ,直接威胁着汽车

运输的安全。继 1994 年后 ,国家技术监督局

于去年第 4 季度再次组织化工部翻新轮胎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对可用于长途运输客货车的

9100 - 20 规格翻新胎 (乙级品)质量进行了国

家监督抽查。

　　此次抽查了河南、浙江、辽宁、四川、云南

等 5 个省 16 家企业的 16 种产品 ,合格 11

种 ,抽样合格率为 6818 % ,比 1994 年抽查合

格率 5212 %提高了 1616 个百分点。这一结

果基本可以代表目前我国翻新轮胎的质量水

平。

　　抽查结果表明 ,国有、集体企业工艺装备

及技术水平较高。产品抽样合格率也较高。

此次抽查的国有、集体企业的 14 种产品 ,合

格 11 种 ,抽样合格率为 7816 % ,高出该产品

平均抽样合格率 918 个百分点。

　　此次抽查反映出的问题 :一是胎体质量

普遍下降。在胎体来源不足的情况下 ,部分

企业降低胎体质量控制标准 ,加之轮胎翻修

技术不过关 ,造成产品的耐久性检验不合格。

二是被抽查的 16 家企业的产品均未标识产

品等级 ,容易造成用户错装错用 ,导致行车事

故。三是有的企业检验手段落后 ,翻新轮胎

出厂仅靠眼看、手敲等方法检验 ,容易将有缺

陷的轮胎当作正品出售 ,致使产品早期损坏

或出现爆破而发生交通事故 。

(摘自《中国汽车报》,1998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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