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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胜选的因素以及其当选后给美国甚至中美关

系带来的影响，并对特朗普当选后对中国经济、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美国经济的影响

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赵航主任以“汽车新

技术和发展趋势”为题，对“十二五”汽车产业发展

状况、“十三五”汽车产业会如何发展、未来电动汽

车以及智能网联汽车会如何发展等进行了回顾和

展望。他指出，“十二五”期间，汽车产业作为我国

经济的支柱产业，发展相对稳定，仍属于具有较大

空间的朝阳产业，且在诸多汽车细分市场的产品

数量上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仍面临出口低附加

值产品、进口高附加值产品的尴尬局面。针对目

前火热的电动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市场，他认为

其仍不具备单独商业化能力，同时预计“十三五”

末期，汽车后市场中如废旧汽车回收处理等相关

产业会提上日程。

北京化工大学张立群教授在题为“先进轮胎

与关键材料”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目前市场上出

现的各种概念轮胎以及业界在轮胎橡胶材料方面

所做的研究及成果，其中包括纳米复合材料的研

究、材料基因组计划、分子模拟计算、湿法混炼制

备粘土或白炭黑母炼胶、碳纳米管与石墨烯的应

用、自组装技术应用在新功能材料开发、环保再生

胶技术、生物基橡胶等。同时提出设想，希望研发

人员未来可在钢丝帘线表面进行纳米化研究，形

成凸起，从而增大钢丝帘线比表面积，促进其与橡

胶的复合，提高钢丝帘线的粘合能力。

米其林（中国）公司许叔亮先生在“模拟到目

标——轮胎工业必需的飞跃”的报告中详细地分

析了国内轮胎制造企业快速扩张原因，揭示了国

内一些轮胎企业对热销品牌产品由内到外模拟而

从未注重目标设计的现状。近代轮胎的性能设计

早已超出传统观念，而对产品的模拟设计无法为

企业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轮胎设计师，过分依赖

和采用剖析、复制及还原的技术路线导致最终无

法研制出新的产品和创新，无法进行经验和大数

据积累，更无法应对配套。同时提出目标设计概

念，并对其流程和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在提到

企业大步向前的扩张进程中，他建议企业须向后

退一步，关注自身内功修炼和品牌建设。

资深经济学家吴晓求先生分析了2016年中国

及全球经济并对2017年形势进行了展望。我国当

前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未变，工业经济深度调

整还将持续，传统制造业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速

放缓，投资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进一步

弱化。他认为我国经济增速已接近谷底，但后续

是触底反弹呈V字形或是L字形持续态势，因当前

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受其影响加

大，目前尚不明确。

面对世界经济放缓、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我国轮胎及相关企业应立

足全球大格局，从全视野的角度去应对新挑战，大

力推进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培育新的增

长点和新动能。“十三五”期间，全行业仍将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实施创新驱动的发

展战略，通过结合高端的技术创新和扎实的管理

创新，连接技术活力和管理效率，加快业务重组和

体制机制的创新，实现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的突破、及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巨

大跨越。

（本刊编辑部  冯　涛）

微通道反应器技术研讨和产业化推进会

在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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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化工学会橡塑产品绿色制造专业委员

会联合中国化工产业发展研究院、中橡联合工程

技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微通道反应器技术研讨和

产业化推进会于2016年11月20—22日在南京召

开，来自微通道反应器技术研发高等院校和研究

院所、橡塑助剂和染料等精细化工产品行业以及

相关行业的学者、专家和媒体代表近180人参加了

会议。

来自中科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

常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和华南理

工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全面介绍了微通道反应器

技术的研究进展和应用。与传统间歇式反应釜相

比，微通道反应器技术的核心是在微米级的通道式

反应器内进行撞击流化学反应，使流体的流动特性

改变，传热和传质速率提高1～2个数量级，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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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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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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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