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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活化改性胶粉 比较稳定
·

存放 2年
·

活性基本不变
。

掺用活化改性胶粉时
,

胶料硫化体系要进

行调整
。

胎面胶中掺用 3 0一 40 份活化改性胶粉时
.

拉伸强度可保持原胶料的 85 写 ; 可改善胶料动态力

学性能
,

特别是压缩永久变形明显减小
.

生热有所降低
; 工艺性能有改善

,

胎面挤出收缩率减小
,

粘性好
,

半成品挺性好
,

成型方便
; 混炼时加料顺序对胶料物理性能有 一定影响

,

要根据实际生产需要进行调整
。

关键词 活化改性胶粉
.

胎面胶料

废弃轮胎再利用的方法很多
,

用于制造

橡胶制品则是比较理想的
。

最早的利用方法

是制造再生胶
,

至今已有 1 00 多年的历史
。

80

年代以来
,

国内开发成功 40 目活性胶粉是利

用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

广州市再生资源研究

所已经试产成功活化改性胶粉 I 型和 亚型两

个品种
,

不仅生产工艺简单
,

生产过程无环境

污染
,

能耗低
,

且物理性能和工艺性能好
。

掺用胶粉的胶料是一种复合材料
,

整体

强度受基质胶与胶粉 的界面结合能力 的制

约
。

采用冷冻粉碎的方法生产精细胶粉能增

大胶粉的比表面积
,

但能耗大
,

有污染
,

胶粉

表面活性不稳定
,

在轮胎部件中难于扩大用

量
。

采用化学方法来提高界面结合能力就是

活化改性处理
。

目前使用的胶粉为全通过 40

目筛 (筛孔边长 4 5即m )和 36 目筛 (筛孔边长

50 0拌m )的两种轮胎胶粉
,

采用的活化改性剂

是带有活性基团及共扼双键的高聚物
,

能够

有选择地断裂胶粉表面的硫黄交联键
,

恢复

橡胶的部分塑性
,

并加以接枝
,

从而增大其表

面活性基团的分子量和增强化学稳定性
,

大

幅度提高胶粉的物理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
。

本文将探讨活化改性胶粉的基本性能
、

应用

研究途径及前景
。

标准测试
,

灰分不大于 12
.

0 %
,

丙酮抽出物

不大于 2 3
.

0%
。

其硫化胶的物理机械性能指

标见表 1
。

表 1 活化改性胶粉硫化胶物性指标

项 目 l 型 I 型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4 5一 5 5 4 5一 5 5

拉伸强度
,

M P a ) 18
.

0 ) 21
.

0

扯断伸长率
·

% 妻 5 50 ) 5 50

鉴定配方
:
1

#

烟片胶 10 0
.

。 ; 活化改性胶粉 50
.

。 ;

硫黄 3
.

5 ;

促进剂 C Z 1
.

。 ; 氧化锌 5
.

0 ;
硬脂酸 工

.

。 ,

合计 1 60
.

5
。

硫化条件 14 2 C X 5
,

7
,

10
·

1 5 m in
。

2 产品存放时间对性能的影响

活化改性胶粉存放 2 年
,

其硫化胶的物

理性能降低甚少
,

说明其表面活性基团的化

学稳定性好
,

见表 2
。

表 2 产品存放时间对硫化胶物性的影响

项 目
存放时间

,

月

0 4

召吓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aP

扯断伸长率
.

%

配方
:
r
并

烟片胶

3
.

:0 促进剂 C Z .O

1 5 9
.

5
。

硫化条件

2

:
。。 器

2 2
.

1

5 8 5

1 0 0
.

:0 活 化改性胶粉 50
.

。 ;
硫黄

8 ;

氧化锌 5
.

0 ; 硬脂酸 1
.

0
,

合计

1 4 2 C X 1 0m i n
。

活化改性胶粉质最标准

活化改性胶粉的化学分析按 国家再生胶

3 硫化体系试验

活化改性胶粉表面的活性基团含有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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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和共扼双键
,

增加了与基质胶共硫化的机

会
。

但是
,

胶粉本身含有大量橡胶烃
,

可以再

硫化
,

基质胶中的硫黄要 向胶粉中迁移
,

造成

硫黄配合量不足
,

并导致整体硫化胶物性低

劣
,

见表 3
。

综合一些试验经验
,

掺用活化改

性胶粉后促进剂或硫黄的用量 N
,

可按下式

调整
:

式中 N— 掺用活化改性胶粉后的硫黄或

促进剂用量
,

份
;

N
。

— 原配方中硫黄或促进剂用量
,

份
;

R R

— 改性活化胶粉的用量
,

份
;

K = 0
.

5一 0
.

8
。

N = N
。 ·

( 1+
4 活化改性胶粉掺用 t 试验

活化改性胶粉在基质胶中的掺用量是评

表 3 硫化体系试验

活化改性胶粉
,

份

硫黄
.

份

促进剂 C .Z 份

硫化时间 ( 14 2 C )
,

m i n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P a

扯断伸长率
·

%

3 0 0 %定伸应力
,

M P a

撕裂强度
,

k N
·

m 一 ’

磨耗量 ( 2
.

6 1 k m )
·
e m 3

;})
罕

’

:
6 0

。

0

2
.

1

1
.

0

0
亡」自今舟hù匕巴」11舟bOA

`11几b0弓̀,自血h

?。
.154.54466
卯

ō
5910
.146544.57
一一

;: ;;
2 O

6 5

2 1
.

9

W

1 6
.

0 1 7
.

4 17
.

8 1 7
。

l

53 2 5 0 8 5 0 8 5 0 0

6
.

8 8
.

3 8
。

6 8 8

9 7

0
.

2 9 7

é572?110.0145.213.58493
一一

配方
:

天然橡胶 70
.

。 。 B R 30
.

0
:

氧化锌 4
.

。 :

硬脂酸

0
.

5 ; 石蜡 1
.

。 :

松焦油 10
.

0
。

价其技术水平和经济价值的重要数据
。

活化

改性胶粉鉴定配方规定掺用 50 份
,

但直至掺

用 20 0 份仍具有 良好性能
。

若 1 “

烟片纯胶配

合的拉伸强度按 25 M aP 评价
,

则掺用 50
,

10 0
,

1 50 和 2 00 份活化改性胶粉后
,

拉伸强

度 保持率分别为 8 8
.

4 %
,

82 %
,

7 5
.

2写和

71
.

6%
,

而且工艺性能都良好
,

胶料表面平

3
.

0 :

高耐磨炭黑 5 5
.

0 ;

防老剂 R D 1
.

0 ;
防老剂 4 0 10

整
,

富有粘性
,

有使用价值
。

生产活化改性胶粉的原材料主要是胎面

胶胶粉
,

因此掺用在胎面胶中最为适宜
。

试验

表明
,

随着胶粉掺用量增多
,

拉伸强度
、

扯断

伸长率
、

撕裂强度都逐步下 降
,

掺用量达

3 0一 45 份时拉伸强度仍可保持约 85 %的水

平 (见表 4 和 5 )
。

表 4 翻胎胎面胶中活化胶粉用 l 试验

活化改性胶粉
,

份

硫黄
.

份

促进剂 C Z
.

份

含胶率
.

写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P a

扯断伸长率
.

%

30 0% 定伸应力
,

M aP

磨耗量 ( 1
.

6 I k m )
,
e m 3

撕裂强度
,

k N
·

m 一 `

.0 8

53
.

6

2
.

0

0
.

9 与

』0s
: :

9 0

2 6

1
.

2 5

3 6
.

0

1 0 5 12 0

2
.

8 2
.

9

1
一 4

3 2
.

4

2

:
5 3 1

;
“ 8 1

:
6 9 1

)
9 2 6 8

1 7
。

0

1

:
, 5 1

:
, 3

512.82洲87

l山今UQ
。曰卜l一叹

j认盆

岌
`

;
0 2

: 岌
`

8

O
。几

8
.

O
。

8
.

0
。

O口.)0洪O
。

(

配方
:
3#

烟片胶

N 3 3 O 6 0
.

。 ;

松焦油

6 5
.

0 : B R 35
.

:0 氧化锌 4
.

5
:

硬脂酸 3
.

。 。
防老剂 R D 1

.

。 ;
防老剂 4 0 1。 。

.

5 ; 石蜡 1一o ;
炭黑

密度 1
.

z 3M g
·

m 一 3
。

硫化条件 1 4 2℃ x l s m 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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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轻载轮胎胎面胶中的试验

0

l
。

8

1
.

0

58
.

0

30

2
.

0

1
.

3

9 4
.

3

犷飞
60

2
。

2

1
。

5

42
.

9

: :

10 50 2 1

2
.

5 2
.

6

鑫
.

飞 宾
.

飞 撬 拭
4 6

3 2
.

8

1

:
53 1

:
5 5 1

;
8 61

)
68 1

)
3 6

_

“
1 6

。

4

5 2 18 . 17 45 2 48 .27 4

活化改性胶粉
,

份

硫黄
,

份

促进剂 C Z
,

份

含胶率
,

%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P a

扯断伸长率
,

写

3 00 %定伸应力
,

M P a

撕裂强度
,

k N
·

m 一 `

磨耗量 ( 1
.

6 1 k m )
, e m 3

:
。

:

6 6

1 7
.

1

5 5 6

8
.

2

7 9

0
.

3 4

;
2

:
8 2

0
.

2 6 0
.

3 3 0
.

3 1

83

0
。

3 3

500.8780.8750078

0
.

3 2 0
.

3 5

配方
:
3#

烟片胶 3 0
.

0 ; S B R 7 0
.

0 ;
氧化锌 5

.

0 ; 硬脂酸 2
.

0 ;
防老剂 4 o l oN A 1

.

5 ;
防老剂 R D 1

.

5 ;
石蜡 1

.

0 ;

炭黑 N 2 2 o 5 0
.

0 .
芳烃油 8

.

0
。

硫化条件 14 2℃ x Z o m i n
.

5 动态力学性能

掺用活化改性胶粉之后
,

硫化胶硬度增

加
,

动态压缩变形和 动态压缩永久变形 明显

减小
,

压缩疲劳生热有所降低
,

对于炭黑用量

多的配方效果更加显著
,

见表 6
。

表 6 压缩生热试验 ( l)

N 2 2 0 / N 33 0 /机油
,

份 3 5 / 20 / 8 3 5 / 1 5 / 7

活化改性胶粉
,

份 0 3 0 0 30

促进剂 C Z
.

份 0
.

8 0
.

5 0
.

8 0
.

5

促进剂 DM
,

份 0
.

5 0
·

4 0
·

5 0
·

4

压缩疲劳温升
, ℃ 2 4

.

2 2 0
.

4 2 0
.

9 2 0
.

7

静压缩率
,

% 29
.

3 2 3
.

5 2 6
.

9 2 3
.

8

初动压缩率
,

% 22
.

5 16
.

3 1 9
.

2 1 7
·

3

终动压缩率
,

% 28
.

6 19
.

7 2 3
.

8 2 0
·

6

压缩永久变形
,

写 巧
.

6 6
.

9 10
.

2 .7 6

配方
:
3#

烟片胶 6 0
.

0 ; S B R 2 0
.

0 ; B R 2 0
.

0 ;
硫黄

1 3 ;
氧化锌 4

.

0 ;
硬脂酸 2

.

0 ; 石蜡 0
.

8 ;
防老剂 R D

1
.

0 ;
防老剂 4 0 10 0

.

5
。

硫化条件 1 4 3 ,C x l s m in
.

另一试验在 3 “

烟片胶 S/ B R / B R / N 22 0

一 5 0 / 3 0 / 2 0 / 5 0 的基础上进行
,

结果表明胶

粉掺用量对动态力学性能影响不显著
,

见表

6 工艺性能

掺用活化改性胶粉之后
,

胎面挤出收缩

率减小
;
成型时半成品较硬

,

但粘合性能好
,

操作方便
;
外胎硫化疤痕裂口 毛病减少

,

外观

合格率提高
;
掺用大量活化改性胶粉的胶料

,

密炼排胶时粘结性好
,

未有压散现象
;
混炼过

程无异味
、

不影响车间生产环境
。

但在试验过

程中仍有一些工艺问题
,

如最初碰到的硫化

速度太快
、

焦烧时间太短以及在密炼机母炼

温度过高时 出现胶料
“

假焦烧
”

的现象
。

经广

州市再生资源研究所改进活化改性剂配方之

后
,

硫化速度快
、

焦烧时间短的问题已得到解

决
,

鉴定配方的焦烧时间由原来的 7一 s m in

延至 13 一 14m in
。

至于
“

假焦烧
”

现象
,

实质上

是胶粉表面的活性基团
,

特别是胺基和经基
,

与炭黑及生胶在高温下发生氢键结合的结

果
,

可以通过冷却后开炼机薄通而恢复塑性
。

另外
,

还涉及工艺方法的影响
,

如高温混炼及

表 7 压缩生热试验 (2 )

活化改性胶粉用量
.

份
移砚 曰

_ _ _ _ _ _ _ _ _

I U ZU 3 U 4 0 5 0 6 U

2 0
.

3

2 9
.

2

2 0
.

0

2 3
.

2

8
.

1

5779622282025.9
乙Oō月b
` l土O曰

..

…
qUQù1
人,廿Oé乃乙9é,州弓自

ù.1几匕OU工
了口月舀

.

…
ù .1SQé勺̀,目今白

,工,目Ò八J,曰
月任

.

…
ù .工巴口UQ,.1ÒO山11夕目舟匕OJ11n公

.

…
0自八6
` .1匕」O了é9ó乃̀,ó压缩疲劳温升

.

亡

静压缩率
,

环

初动压缩率
,

写

终动压缩率
,

%

压缩永久变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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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粉与炭黑直接接触等也是产生
“

假焦烧
”

的

条件
。

因此进行 了混炼方法的试验
,

见表 8 和

9
。

表 8 表 明
,

先加胶粉的强伸性能及耐磨

性均优于后加胶粉的
,

且工艺性能 良好
,

胶片

平整
、

柔软
。

表 9 表明
,

加药顺序对拉伸强度

表 8 开炼机混炼加料顺序试验
, ’

项 目

硫化时间 ( 14 2 C )
,

m in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aP

扯断伸长率
,

%

3 0 0 % 定伸应力
,

M P a

撕裂强度
,

k N
.

m 一 l

磨耗量 ( 1
.

6 I km )
,
c m 3

先加胶粉
“ ’

后加胶粉
“ ’

l 0

6 4

17
.

2

5 6 4

7
.

1

l 5

6 6

18
.

7

5 4 0

9
.

1

9 5

0
.

1 7 6

2 0

6 6

1 8
.

3

5 1 6

9
.

3

1 0

6 5

16
.

2

5 16

8
.

0

15

6 6

1 7
.

2

4 9 6

9
.

4

98

0
.

24 1

2 0

6 6

1 6
.

1

48 0

9 5

注
:

l) 配方
:

同表 4 ,

其中活化改性胶粉为 45 份
;

2) 烟片
、

B R
、

活化改性胶粉~ 小药~ 炭黑
、

松焦油~ 硫黄~ 下片
;

3) 烟片
、

B R ~ 小药~ 炭黑
、

松焦油~ 硫黄~ 活化改性胶粉~ 下片
。

表 9 密炼机混炼加药顺序试验

拓 曰 试 验 方 案

混合塑炼

一段棍炼加药顺序

生胶与胶粉塑炼

①塑炼胶
、

B R Zm i n ①S M R
.

B R
、

胶粉 3 m i n ① s M R
,

B R 2
.

s m sn ① s M R
.

B R 3 m i n

②小料
、

炭黑
、

油料 ②小料 1
.

s m in ②小料
、

炭黑
、

油料 3m in ②小料 1
.

s m in

4 m in ③排胶 l m i n ③炭黑
、

油料 3
.

s m in ③胶粉 2
.

sm i n ③炭黑
、

油料 3
.

s m份

④排胶 l m in ④排胶 l m in ④排胶 l m in

合计
,

m i n 7 9 9 9

二段混炼加药顺序 ①混炼室回冷 sm in ①混炼室 回冷 s m in ①混炼室回冷 sm in ①混炼室 回冷 4
.

sm in

②母胶
、

防焦剂 4m in ②母胶
、

防焦剂 4 m in ②母胶
、

防焦剂 4 m in ②母胶
、

防焦剂
、

胶粉

合计 l o m i n ③排胶 xm i n ③排胶 l m i n ③排胶 l m i n 4
.

sm i n③排胶 l m i n

压片机加硫黄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硫化仪数据 ( 14 3
:

C )

r 10 ,

m in 1
.

6 2 2
.

6 3 2
.

5 0 3
.

2 7

t g o
,

m i n 1 2
.

7 7 14
.

2 7 1 5
.

0 7 1 6
.

6 5

硫化胶性能 (硫化条件 1 4 3 C X 1 5 m i n )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64 6 4 6 3 6 3

拉伸强度
,

M P a 2 0
.

8 20
.

7 2 0
.

2 2 0
.

4

扯断伸长率
,

环 5 5 6 58 4 6 2 0 6 0 0

30 0 % 定伸应力
,

M P a 7
.

8 7
.

6 8
.

4 7
.

1

扯断永久变形
,

写 26 2 4 3 0 2 7

磨耗量 ( 1
.

6 I k m )
.
e m 3 0

.

3 9 0
.

40 0
.

4 2 0
.

4 2

10 0
`

e 火 2 4 h 老化后性能降低率
,

%

拉伸强度 1 3
.

5 10
.

6 4
.

5 5
·

9

扯断伸长率 24
.

4 2 1
.

2 2 4
.

5 2 6
·

7

配方
:
S M R Zo 60

.

0 ; B R 2 0
.

0 ; S B R l s o o 2 0
.

0 ; 活化改性胶粉 3 0
.

0 ;

硫黄 1
.

7 ;
促进剂 C Z 0

.

7 ;
促进剂 DM

o
·

2 ;
氧化锌 4

.

0 ;
硬脂酸 3

.

0 ; 防老剂 R D 1
.

0 ;

防老剂 4 0 10 0
.

5 ;
炭黑 N 2 2 o 3 5

.

0 ;
炭黑 N 3 3 o 1 8

.

0 ;石蜡 0
.

8 ;
机油

8
.

0 ;
防焦剂 C T P 0

.

2 2
.

合计 2 0 3
.

0 2
,

含胶率 4 9
.

2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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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大
,

而随着胶粉在密炼机中受热时间

延长
,

焦烧时间缩短
,

硫化速度加快
,

耐热老

化性能稍差
。

开炼机和密炼机的混炼加药顺

序试验结果不 同
,

说明胶粉与生胶结合需要

有适度的热作用过程和力化学过程
,

过程过

长和不足都有不利影响
。

因此
,

加药顺序要根

据实际生产需要来确定
。

采用表 9 第 3 方案的工艺投产后
,

出现

大量胎面含有硫黄颗粒的现象
,

造成许多外

胎因表面起泡而不合格
。

硫黄分散不均现象

在掺用大量活化改性胶粉的胶料中比较突

出
,

这与掺用胶粉之后改变了胶料的流变性

能有关
,

加硫黄时机械切力减弱使硫黄粒包

含在胶料之中
。

因此
,

采用硫黄母胶的方法以

改善硫黄分散
。

硫黄母胶配方为
:

烟片胶

10 0
.

0 ;
硫黄 30

.

0 ;
机油 3

.

0
。

硫黄母胶在

二段混炼时加人
,

加药顺序为
:

①密炼室回冷
3m in

,

② 一段母胶 3 m i n
,

③加人硫黄母胶即

排胶 l m i n
,

合计 7m i n
,

压片机直落 3 次
,

走

导辊 5 次出片
。

这种措施的效果很好
,

消灭了

硫黄粒
,

密炼时 间缩短 3 m in
,

工人劳动强度

减轻
,

提高了胶料塑性
,

使胎面挤出更加顺

当
,

无断边毛病
。

S 活化改性胶粉实际应用情况

广州市星球轮胎厂最早将活化改性胶粉

应用于摩托车胎胎面胶中
,

掺用量达 30 份
,

自 1 9 9 3 年 1 月试产至今已生产 30 多万条
,

用户无不 良反映
。

广州珠江轮胎有限公司在载重轮胎及轻

载轮胎的胎冠胶
、

胎侧胶和内层帘布胶中各

掺用 5 份活化改性胶粉
,

生产正常
。

贵州轮胎厂在工程轮胎内层帘布胶中掺

用 6 份活化改性胶粉
,

在工程轮胎胎侧胶中

掺用 10 份活化改性胶粉
,

反映也较好
。

7 活化改性胶粉的粒径问题

胶粉粒径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
,

胶粉

细可 以提高胶料强度
,

但提高幅度不如活化

改性胶粉
。

因此
,

对于活化改性胶粉的粒径应

另作评价
。

原来制造活化改性胶粉选用全通

过 40 目标准筛的胶粉
,

按我国现有常温粉碎

设备的生产情况来看
,

从 28 目的再生胶胶粉

中只 能筛选 出 20 %一 25 % 的 40 目胶 粉
,

若

改用 36 目胶粉
,

则产率可达 50 %一 60 %
,

无

疑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

由于活化改性技术的

改进
,

36 目活化改性胶粉的物理机械性能仍

能满足使用要求
。

在胎面胶生产工艺中 36 目

胶粉显得更加粗糙
,

但工艺问题不大
,

成品硫

化也很好
,

未见异常
。

, 结论

( 1) 胶粉活化改性之后
,

具有与橡胶共硫

化的能力
。

基质胶掺用活化改性胶粉与橡胶

并用一样
,

在形态 上都是互相 以胶 团或胶粉

存在
,

属复合材料
,

要解决相互间界面结合问

题才能提高整体强度
。

配方技术要涉及共硫

化和性能互补问题
,

如何掺用和掺用量多少
,

要通过产品实际使用试验才能确定
。

( 2) 活化改性胶粉的化学稳定性较好
,

不

易变质
,

试产以来质量比较稳定
。

掺用活化改

性胶粉时要注意调整硫化
、

促进剂体系
,

满足

基质胶和活化改性胶粉两方面的需要
。

( 3) 在胎面胶中掺用活化改性胶粉会使

硫化 胶 的物理机械性能逐步下降
,

但掺用
3 0一 45 份活化改性胶粉仍可保持 85 %左右

的拉伸强度
。

掺用活化改性胶粉能改善动态

力学性能
,

特别是在压缩永久变形方面
,

将有

利于提高轮胎耐久性
。

掺用量增多时动态力

学性能变化不大
。

掺用量对室内磨耗和实际

使用的胎面耐磨性都未见有大的影响
,

基本

可以保持未掺用胶粉的胎面胶原有水平
。

( 4) 工艺性能受基质胶和活化改性胶粉

两方面的影 响
,

掺用量增多对工艺性能 的影

响不显著
。

但活化改性胶粉表面含有大量的

活性基 团
,

在混炼时可能与炭黑
、

橡胶等发生

氢键结合
,

影响胶料的工艺性能
,

如发生
“

假

焦烧
”
和胶料表面不平整

。

因此活化改性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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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艺有其本身的特点
。

( 5 )和橡胶
、

炭黑相 比
,

活化改性胶粉的

价格较低
,

且密度小
,

体积成本更低
,

掺用活

化改性胶粉将有好的经济效益
。

活化改性胶

粉在配方中的掺用量范围相当大
,

预期轮胎

行业及其它橡胶行业将会大量使用
,

市场前

景乐观
。

收稿 日期 1 9 9 4一 1 2
一
2 2

S t u d y o n A P P l i c a t i o n o f M o d i f i e d A c t i v e C r u m b

Z h u a n g X u e x i u

( G u a n g Zh o u X i n g q iu T i r e F a e t o r y 5 1 0 2 8 0 )

A b s t r a e t T h e m o d i f ie d a e t i v e e r u m b 15 m o r e s t a b l e a n d w i l l e h a n g e l it t l e i n a e t i v it y

a f t e r t w o 一

y e a r s t o r a g e
.

W h e n e o m p o u n d e d w i t h m o d if ie d a e t iv e e r u m b
, t h e e u r i n g s y s t e m

n e e d s t o b e a d ju s t e d
.

W h e n 3 0一 4 0 P h r l e v e l o f m o d i f i e d a e t i v e e r u m b 15 i n e o r P o r a t e d i n t o a

t r e a d e o m p o u n d
,

8 5% o f t h e t e n s i le s t r e n g t h w i l l r e m a i n ; t h e d y n a m i e p r o p e r t i e s ,

p a r t i e u l a r l y

t h e e o m p r e s s i o n s e t w i l l im p r o v e ; t h e h e a t b u i l d
一 u p w i l l d e e r e a s e ; t h e p r o e e s s i n g t e e h n o l o g y

w i l l im p r o v e ,

i n e l u d i n g t h e s m a l l e r d i e s w e l l d u i n g t r e a d e x t r u s i o n ,

g o o d t a e k n e s s , s t if f s e m i
-

p r o d u e t a n d e a s y a s s e m b l y
.

T h e p r o p e r t i e s o f t h e e o m p o u n d w i l l b e In f l u e n e e d b y t h e

i n e o r P o r a t i n g o r d e r o f t h e e o m p o u n d in g i n g r e d i e n t s
.

K e y w o r d s m o d i f i e d a e t i v e e r u m b
,
t r e a d e o m p o u n d

1 9 9 5 年 4 月橡胶行业

主要产品产量
1 9 9 5 年 4 月份主要橡胶制品累计产量

除胶管和炭黑外
,

其它均 比去年同期产量有

所增长 (见附表 )
,

其中增 幅较大的是摩托车

外胎
、

输送 带和 子午 线轮 胎
,

分 别增 长

8 1
.

4 8%
,

3 2
.

7 3%和 2 5
.

7 0 %
。

炭黑和胶管产

量仍低于去年同期产量
,

炭黑本月产量较上

月有所增长
,

但仍比去年同期有较大降低
,

降

幅为 1 1
.

6 0%
。

附表 4 月主要产品产 t

产品名称 本月产量

轮胎外胎
.

万条

子午线轮胎

手推车外胎
,

万条

自行车外胎
,

万条

摩托车外胎
·

万条

输送带
,

万 m Z

胶管
.

万标米

胶鞋
,

万双

炭黑
,

万 t

5 32
.

1 0

68
.

7 6

撬
.

4 个月

累计

1 7 8 1
.

0 8

2 0 5
.

7 3

5 1 5
.

9 9

4 2 2 7
.

78

累计为去年

同期%

11 8
.

6 1

12 8
.

7 0

1 1 1
.

0 9

1 0 8
.

74

1 8 0
.

6 3 1
.

1 0 30
.

4 7 30
.

3
.

6 3

5 3 4 7 1

2 1 8 6
.

00

3 2 6 1
.

00

16 72 3
.

0 0

12
.

4 1

1 8 1 4 8

13 2 7 3

9 8
.

3 7

10 2
.

7 6

8 8
.

4 0

6448儿000000

(华 乡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