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 15年来合成胶乳的专利技术

赵天然　朱景芬
(中国石化总公司合成橡胶技术开发中心 ,兰州　 730060)

　　为借鉴外国先进经验 ,提高我国合成胶

乳的生产技术水平 ,现将国外 1982～ 1996年

发布的有关合成胶乳的专利技术综述如下。

1　专利分布

国外 15年来共发布合成胶乳有关专利

800余项。 据统计 ,日本专利 355项 ,占

44. 4% ;美国专利 61项 ,占 7. 6% ;原苏联专

利 45项 ,占 5. 6% ; 德国专利 112项 ,占

14% ;欧洲专利 42项 ,占 5. 3% ;世界专利 10

项 ,占 1. 3% ;英国专利 8项 ,占 1. 0% ;其它

国家 (包括捷克、奥地利、加拿大、波兰、荷兰

和巴西等 )专利 165项 ,占 20. 6%。

这些专利主要来自日本的合成橡胶公

司、瑞翁公司、旭化成公司和大日本油墨化学

公司 ,美国的道化学公司、杜邦公司、孟山都

公司、 B F固特里奇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 ,原

苏联 的 АОЕфремовский合成 橡胶厂 和

Красноярский合成橡胶厂 ,德国的布纳化工

厂、布纳公司、 BASF公司和拜耳公司 ,英国

的 BP化学公司、 Catex公司和 Inter合成橡

胶公司等。

2　专利技术

合成胶乳自 30年代初期商品化以来 ,经

过 60多年的不断发展 ,目前其生产技术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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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熟。尽管如此 ,国外合成胶乳的生产厂家

仍然围绕调整配方、提高胶乳性能、改进工艺

路线、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粒径增大技术、提

高浓缩技术水平、增加品种牌号和拓宽应用

领域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且成果丰

硕 ,获得了大量的专利技术。

2. 1　配方调整和工艺改进

2. 1. 1　配方调整

( 1)采用理想的链转移剂

日本高田化学工业公司 [1 ]采用多官能硫

醇 ,即 1, 4-十四烷基二噻茂作链转移剂 ,制

备一种用于印刷纸涂料的共聚物胶乳。具体

方法是:在 1, 4-十四烷基二噻茂链转移剂存

在下 ,将丁二烯 ( Bd)、苯乙烯 ( St )、甲基丙烯

酸 ( M AA)、甲基丙烯酸甲酯 ( MMA)、丙烯

酸 ( AA)和富马酸 ( FM A)进行多元乳液聚

合。旭化成公司 [2 ]采用水溶性或油溶性链转

移剂 ,将 Bd, St和其它单体进行乳液聚合 ,制

得一种用于印刷纸涂料的低粘度共聚物胶

乳。具体方法是: 在水溶性或油溶性链转移剂

存在下 ,将 57份 St, 36份 Bd, 4份 MAA和 3

份 FMA进行乳液聚合 ,制得粒子粒径为

0. 17μm、固形物质量分数 (在粘度为 0. 2 Pa

· s时测定 )为 49. 7%的胶乳。

( 2)采用新型助乳化剂

捷克的 Ignac C等
[ 3]
采用 1, 1-二苯基-2-

间三硝基偕腙肼作为助乳化剂制备聚合物胶

乳。具体方法是: 将 140份水、 19份丙烯腈

( AN )、 77份丙烯酸丁酯 ( BA)和 1. 4份十二

烷基苯磺酸钠的混合物 ,在 70℃下搅拌 (转

速为 400 r· min
- 1
) 30 min,加入 0. 19份过

二硫酸铵和 0. 08份 1, 1-二苯基 -2-间三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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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腙肼 ,并连续搅拌 3 h ,制得粒子粒径分布

在 0. 065～ 0. 075μm之间、平均粒径为 0. 07

μm的共聚物胶乳。

( 3)采用适宜的表面活性剂

Tsai等
[ 4]
采用一种适宜的表面活性剂 ,

并在 HOCH2 SO2Na (羟甲基磺酸钠 )、过二硫

酸钠和过氧化氢对艹孟烷存在下 ,将 AN, Bd

和 4-乙烯基吡啶进行低温 ( 10℃ )乳液聚合 ,

可制成一种共聚物胶乳。该胶乳与间苯二酚

-甲醛胶乳混合 ,制得一种粘合性能优良、用

于帘线与橡胶粘合的粘合剂。

Marian S等
[5 ]
在 2～ 10份聚合物乳化剂

(以单体为基数 )和能够控制共聚物胶乳粒径

的 C10～ C15烷基 (或芳基 )磺酸盐或磺酸酯表

面活性剂存在的条件下 ,将 St , Bd和含羟基

的单体进行乳液聚合 ,制备出一种广泛用作

粘合剂等的 Bd共聚物胶乳。具体方法是: 将

2份质量分数为 40%的聚合物乳化剂 (齐聚

物 AA-AN亚砜的钠盐 )的水溶液和 0. 8份

C10～ C15烷基苯磺酸钠添加到 9. 5份水中 ,与

0. 5份醋酸钠、 0. 5份维尔烯酸钠、 0. 5份过

二硫酸钾、 0. 5份乙二醇和 15份水的混合液

混合 ,并加入含有 0. 1份叔十二碳硫醇的 20

份 St和 1. 5份 AA,冷却至 10℃ ,加入 20份

Bd,在 50～ 60℃下聚合 9 h ,制得对氨稳定、

固形物质量分数为 48%、粘度为 0. 2 Pa· s、

粒子平均粒径为 0. 16μm的胶乳。

( 4)增加单体种类

美国 Rohm and Hass公司 [6 ]在乳液聚

合配方中增加单体种类 ,进行多元共聚以达

到改善聚合物性能的目的。具体方法是:在原

BA和 MAA二元共聚体系中 ,加入 MMA

单体 ,进行三元共聚 ,制成一种既有软段又有

硬段的共聚物胶乳。 该胶乳与 BA-MAA-

MM A-St嵌段共聚物混合制得的胶乳 ,可用

作涂料和密封材料 ,形成的涂层和密封层具

有优良的抗自粘性和耐擦伤性。 B F固特里

奇公司在 AN和 BA二元共聚体系中加入衣

康酸 ( IA)进行三元共聚 ,制得一种用于处理

纤维基质的多元共聚物胶乳。经该胶乳处理

的纸 ,抗层离性和拉伸性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2. 1. 2　工艺改进

( 1)连续聚合工艺

美国固特异公司对原合成胶乳的连续聚

合工艺进行了多项改进:采用 3台聚合釜串

联 ,通过连续乳液聚合制备共聚物胶乳。改进

后的连续聚合工艺是:以 Bd和 St单体总量

的 50%和叔十二碳硫醇为单体相 ,水、表面

活性剂、螯合剂和 IA的混合物为缓冲相 ,

水、电解质和过二硫酸铵的混合物为催化相

的三相物料连续送入聚合釜首釜 ,在 79. 5℃

下进行聚合 ;然后将剩余的单体和首釜聚合

物物料混合 ,送入第二聚合釜 ,在 80℃下继

续进行反应 ;最后聚合物物料进入第三聚合

釜 ,在 90℃下完成聚合。该反应制得的胶乳

粒子具有粒径小、表面张力大和稳定性好的

特点 ,用作地毯背衬粘合剂。该公司还采用连

续聚合工艺 ,制备高固阻燃性共聚物胶乳。具

体方法是: 将全部 IA和部分 Bd, St和 1, 1-

二氯乙烯 ,按顺序输入装有羧基丁苯胶乳的

串联聚合釜首釜 ,在氧化还原催化剂的作用

下进行聚合 ;当达到一定单体转化率时 ,物料

进入第二聚合釜 ,并加入剩余单体和表面活

性剂 ,继续进行聚合 ;最后聚合液进入第三聚

合釜 ,在同样的聚合温度下完成聚合。

俄罗斯的 Ярославлъ聚合工艺研究所和

Ярославлъ合成橡胶厂 [7 ]联合研究出了丁苯

胶乳 ( SBRL)连续聚合生产工艺。具体方法

是:采用 2台聚合釜串联 ,在乳化剂、电解质、

链转移剂和氧化还原催化剂存在下 ,将部分

Bd和 St输入聚合釜首釜 ,进行乳液聚合 ;达

到预定的单体转化率后 ,聚合液进入第二聚

合釜 ,与剩余单体混合后继续进行聚合 ,直至

单体转化率达 100%。 日本合成橡胶公司 [8 ]

将合成胶乳的单体转化率与它的折射率相关

联 ,采用在线折射仪 ,通过聚合反应物的传感

器折射指数 ,控制连续乳液聚合过程的单体

转化率。该公司已将这套控制系统用于丁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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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乳 ( NBRL)的生产中。据称 ,在线折射仪测

定 NBRL单体转化率的精度可达± 1% 。

( 2)脱残余单体技术

a. 残余单体的脱除

美国固特异公司采用一种硫醇类物质处

理 NBRL中的残余 AN ,使 AN的残留量减

少到痕量。原因是:该硫醇类物质能与 AN发

生反应生成抗氧剂 ,而该抗氧剂还能防止

N BRL中聚合物的氧化和降解。具体方法是:

在游离 AN质量分数为 0. 7%的 NBRL中 ,

加入等物质的量的二巯基乙酰醋酸甘醇 ,加

热至 52℃反应 4 h, N BRL中的残余 AN的

质量分数可以减少 99. 7%。 捷克的 Stef fers

F H等将胶乳与 ( 2～ 10)∶ 1的蒸汽和氮气

混合汽混合 ,在适宜的条件下膨胀 ,脱除胶乳

中的残余单体。 例如 ,在 Bd-St共聚物胶乳

(流量为 600 kg· h
- 1 ,残余单体质量分数为

0. 8% ,固形物质量分数为 51. 8% )中 ,通

入流量为 190 kg· h
- 1
的蒸汽将胶乳加热至

80℃ ,同时通入流量为 39 kg· h
- 1
氮气汽

提胶乳 ,在一定温度和压力条件下使其膨胀 ,

脱除胶乳的残余单体。处理后的胶乳 ,残余单

体的质量分数仅为 0. 02% ,而固形物质量分

数为 52. 4% 。 日本住友瑙加塔克公司 [9 ]采

用汽提法脱除胶乳中的残余单体 (在 10 0

～ 170℃条件下 )。具体方法是:在温度为 130

℃、压力为 0. 28 M Pa下 ,将 St质量分数为

0. 312% 、固形物质量分数为 50%的羟基改

性 Bd-St共聚物胶乳用蒸汽处理 2 h,胶乳的

St质量分数降为 0. 001% 。

俄罗斯 Yakubov S D等
[10 ]
成功地开发

了一种适用于 SBRL汽提脱除残余单体的消

泡剂。 它具有良好的消泡效果 ,由 2～ 5份聚

有机硅氧烷、 0. 5～ 1. 5份膨润土和 95～ 98

份甲苯组成。 聚有机硅氧烷的结构式为 [ 10]:

HO( SiO) a

Me

Me

( SiO)b

Me

R

( SiO) p

Me

H

CH CH2

。该结构

式中 ,当 R为— CH2 CH2OCH2 CH2OR′或—

CH2 CH2CH2OR″( R″为二缩水甘油基 )时 , a

= 40～ 48,b= 2～ 10, p= 0; 当 R为环氧乙烷

时 ,a= 100～ 120,b= 4～ 9, p= 5～ 10。 日本

三菱人造丝公司 [11 ]开发成功了一种溢流管

式膜蒸发器 ,用于脱除聚合物胶乳中的残余

单体 ,具有良好的效果。具体方法是:将未反

应单体质量分数为 0. 6%的胶乳 ,用管式

膜蒸发器在温度为 4 0～ 5 0 ℃ 、压力为

0. 133 M Pa的条件下处理 3 h,胶乳的残余

单体质量分数降至 0. 048%。

b. 汽提工艺的控制

为了减少胶乳的损失 ,提高汽提塔的生

产能力 ,应更好地控制汽提工艺。俄罗斯的

Melkh tiev t M A等将汽提器中的蒸汽流动

速率与胶乳中的残余溶剂、未反应单体相关

联 ,通过调节汽提器中的蒸汽流动速率 ,有效

地控制连续汽提胶乳中残余单体的质量分

数 ,使胶乳中的残余单体质量分数达到最低

限度。与此同时 ,降低了蒸汽消耗和胶乳的生

产成本。俄国的 Ismailov T I等又开发了一

种控制胶乳汽提工艺的方法。 该法是在

SBRL脱除残余单体的过程中 ,根据连续汽

提器中的蒸汽速率与胶乳中残余单体质量分

数的相关关系 ,来控制汽提胶乳中残余单体

的质量分数。然而应该指出的是 ,该工艺技术

是通过调节蒸汽流动速率 ,而不改变 SBRL

的各种性能来脱除残余单体的 ,并不利于胶

乳中残余单体的有效脱除。

( 3)废水净化工艺的突破

众所周知 ,废水净化工艺技术的优劣是

衡量一个国家合成橡胶工业 ,尤其是合成胶

乳工业先进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国外

诸多合成胶乳生产厂家努力研究更为合理的

废水净化工艺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俄

罗斯的 Strukov F I等成功地开发出了一种

较先进的废水净化工艺。具体方法是:先在抗

附聚添加剂存在下 ,用电解质凝聚出废水中

的聚合物 ,再将聚合物与水分离。分离出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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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经干燥形成副产物 ,可再利用 ;分离出的

废水进一步用碱处理 ,调节 pH值 ,得到净化

水 ,可重新使用。 为了使废水高度净化、减少

化学药品的消耗 ,他还采用一种铝和钛氢氧

化合物的混合物 (比例为 1∶ 1)作为抗附聚

的添加剂。试验证明效果良好。

( 4)废水回收工艺的应用

在合成胶乳的生产中 ,不管是脱除残余

单体 ,还是净化废水 ,都关系到原材料的循环

使用和生产成本的降低。鉴于二者均能直接

产生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对它们的研究日

益受到重视。 日本瑞翁公司成功地开发出了

一种从聚合物胶乳的汽提单体中回收废水的

新工艺。具体方法是: 在汽提 SBRL残余单体

时分离出废水 ,通过废热交换器将其转化为

低压蒸汽 ,在脱除残余单体的汽提塔中进行

循环使用。该工艺已开始应用于实际生产中 ,

效果很好。

2. 2　粒子粒径增大技术的发展

目前 ,增大胶乳粒子粒径有物理附聚和

化学附聚两种技术。由于物理附聚技术存在

诸多弊端 , 15年来化学附聚技术突破传统工

业规模难控制的陈旧概念 ,得到了迅速发展。

2. 2. 1　用附聚剂增大粒子粒径

近年来 ,采用高分子化合物作为合成胶

乳粒子粒径增大的附聚剂 ,克服了用无机电

解质增大粒子粒径所引起的胶乳稳定性差、

粒子粒径难以控制和耐水性欠佳的缺点。 美

国道化学公司增大粒子粒径的方法是:首先 ,

在聚丁二烯胶乳 ( BRL)中 ,加入一定比例的

丙烯酸乙酯和 M AA的混合物 ,在过二硫酸

钾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存在下 ,于 65℃下在

聚丁二烯大分子链上进行接枝反应 ,制得一

种以弹性体为核、接枝共聚物为壳的核-壳结

构附聚剂 ;然后 ,将附聚剂质量分数为 20%

的分散体添加到粒子粒径为 0. 1μm、固形物

质量分数为 35%的 BRL中 ,调节 pH值 ,制

得附聚率为 42%的附聚胶乳。 日本瑞翁公

司 [12 ]开发出了一种用羧基胶乳作为附聚剂 ,

增大含聚合物溶胀剂胶乳的粒子粒径的附聚

技术。具体方法是: 先将粒子粒径为 0. 09μm

的 BRL搅拌 0. 5 h,尔后在 5 min内向 BRL

中添加质量分数为 3. 0% 、粒子粒径为 0. 08

μm的 Bd-MAA共聚物胶乳 ,制得粒子粒径

为 0. 55μm的附聚 BRL。由附聚前后胶乳粒

子粒径数据可以看出 ,经附聚的胶乳粒子粒

径比未经附聚的胶乳粒子粒径约增大 6倍。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13 ]也将含有羧基的

丙烯酸类胶乳 ( AAL)用于增大 BRL粒子粒

径。具体方法是: 以 BA-MAA共聚物胶乳为

附聚剂 ,在 49～ 65℃温度下 ,将定量的 Bd

进行乳液聚合 ,制得粒子平均粒径为 0. 33

μm(浊度法测定 )的 BRL。 美国 Ube Cycon

公司
[14 ]
又成功研究出了一种附聚聚合胶乳

的方法 ,并开发出了相应的附聚设备。该方法

是:先将酸性、低表面活性的胶乳与表面活性

较高的乳化剂进行预混合 ,然后将预混合胶

乳与酸混合 ,再将混合物送入流动型管式附

聚设备中 ,加入等摩尔的含有极性和非极性

两种基团的聚合物附聚剂 ,用酸调节 pH值 ,

使 pH值≤ 6,达到附聚胶乳的目的。具体工

艺是:将粒子粒径为 0. 085μm、固形物质量

分数为 38%、含有 3. 5份油酸钾的 BRL,与

质量分数为 10%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水溶

液进行预混合 ,将混合液送至流动型附聚设

备中 ,加入质量分数为 2. 5%的醋酸水溶液

混合后 ,再加入附聚剂并进行搅拌 ,得到粒子

平均粒径为 0. 25μm、固形物质分数量为

29%的附聚 BRL。 从粒子粒径数据可以看

出 ,附聚后胶乳粒子的粒径大为提高。

2. 2. 2　大粒径粒子胶乳的合成

80年代初期至 90年代中期 ,由于人们

逐步认识到以前采用的部分化学附聚方法并

不理想 ,导致胶乳质量不稳定、贮存稳定性差

和易产生凝聚物等 ,因此又开发了属于化学

附聚范畴的合成大粒径粒子胶乳的技术。

捷克的 Dusan K等采用自由基引发剂 ,

通过乙烯基单体或二烯烃单体的乳液聚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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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得大粒径 (平均粒径为 0. 1μm)粒子胶乳。

具体方法是:将 1. 2份癸酸钾、 0. 4份过二硫

酸钾、 0. 25份碳酸钾、 150份水和 100份 St

送入搅拌转速为 420 r· min
- 1
的聚合釜中 ,

当单体转化率为 20%时 ,将搅拌转速降至

100 r· min
- 1 ,并添加 0. 5份乳化剂 ,继续聚

合至预定转化率 ,所得胶乳的粒子粒径为

0. 36μm,表面张力为 0. 058 N· m
- 1
,凝聚

物质量分数为 0. 2% 。美国固特异公司采用

多元醇组成的第二表面活性剂 ,将不饱和芳

基单体、丙烯酸烷基酯和不饱和羧基化合物

进行乳液聚合 ,直接合成一种稳定性好的大

粒径粒子胶乳。 具体配方为 (质量份 ): St　

71; BA　 26; M AA　 1. 0; AA　 2. 0;过二硫

酸钾　 0. 3; Gafac RE410表面活性剂　 3. 0;

Saful 120链转移剂　 0. 85; 氢氧化钾　

0. 11;氢氧化钠　 0. 6; Pluronic F127多元醇

表 面 活 性 剂

　 0. 0 1～ 0. 4;水　 100。采用该配方 ,在

54℃下聚合 ,合成粒子粒径为 0. 246μm的

胶乳 ,该胶乳用于涂料。由此可见 ,配方中使

用少量的多元醇表面活性剂 ,能够增大胶乳

粒子的粒径。日本瑞翁公司 [15 ]合成大粒径粒

子胶乳的方法是: 在不多于 2. 0份乳化剂和

小粒径粒子胶乳存在下 ,将 100份 Bd和少

量 St单体直接合成大粒径粒子、耐水的 Bd

共聚胶乳。具体的配方为 (质量份 ): Bd　 90;

SBRL(粒子平均粒径为 0. 1μm)　 10;歧化

松香酸钾　 0. 5;过二硫酸钾　 0. 3;叔十二碳

硫醇　 0. 2;水　 60。将该配方物料置于聚合

釜中加热至 60℃ ,反应 62 h,制得粒子平均

粒径为 0. 3μm的 BRL。 用该胶乳涂制的膜

具有优异的耐水性。 日本旭化成公司
[16 ]
用

100份脂肪族共轭二烯 ( ACD)和可共聚乙烯

基单体的混合物乳液聚合 ,制得粒子平均粒

径为 0. 25～ 0. 8μm的胶乳。其具体方法是:

将 0. 5～ 1. 5份乳化剂和 0. 5～ 2. 0份溶解度

参数为 7～ 15的不可共聚溶剂添加到

10 0份上述单体中 ,加热至较聚合温度低

20℃的温度 ,加入引发剂进行聚合 ,在单体

转化率达 60%后 ,再加入 0. 1～ 1. 0份乳化

剂 ,在 65～ 80℃下继续聚合 ,得到粒子平均

粒径为 0. 31μm的胶乳。

2. 3　浓缩技术的发展

随着浸渍制品和海绵制品的发展 ,对合

成胶乳的固含量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 ,通

常要求其固形物质量分数至少在 60%以上。

目前国外的商品胶乳固形物质量分数一般为

63%～ 74% 。胶乳浓缩一般采用膏化和蒸浓

两种技术 ,后者的蒸汽喷射、浓缩、薄膜蒸发

和汽流浓缩等技术已应用于生产。这些浓缩

技术尽管有诸多优点 ,但也有一些人所共知

的不足之处。为此 , 80年代初期至 90年代中

期 ,离心浓缩和直接合成高固含量胶乳技术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 3. 1　离心浓缩技术

美国孟山都公司分析了离心浓缩的缺

点 ,成功开发了一种具有新特色的离心浓缩

技术。 具体方法是:将配方量的 St和 AN与

接枝丁二烯胶乳混合 ,混合物用 Gafac

RE610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乳化 ,加入定量的

硫酸 ,调节 pH值为 3. 0,并加入质量分数为

15%的 Monazoline O (硫酸烷基咪唑啉 )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搅拌混合物 ,萃取其

中的接枝橡胶粒子至油相 ,经离心浓缩 ,得到

浓缩效率为 98%、水的质量分数为 1. 2%的

高固含量的胶乳。

2. 3. 2　高固含量胶乳的合成

法国 National Distillers and Chem公司

将乙烯基酯和 M AA分段聚合 ,制得低粘度、

高固含量的共聚物胶乳。具体方法是: 在

65 min内 ,先将 320份醋酸乙烯单体添加到

含 2. 5份多乙烯吡咯烷酮、 40份 Tri tonx

405、 12. 5份 Tri ton Q S9、 40份醋酸钠、 1. 65

份过二硫酸铵和 450份水的混合物中 ,于 70

～ 80℃下搅拌物料 ,完成一段聚合 ;然后将

360份乙烯基酯和 150份 BA,定时地添加到

一段聚合的物料中 ,并加入 0. 25份过二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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铵 ,搅拌 30 min,结束二段聚合。直接合成出

固形物质量分数为 65. 2%、粘度为 0. 8～ 2. 0

Pa· s的胶乳 ,该胶乳广泛应用于涂料工业。

日本旭化成公司采用同类技术 ,直接合

成出高固含量的胶乳。具体方法是:将 164. 8

份水、 20. 8份质量分数为 25%的多氧基壬基

苯醚水溶液、 20份质量分数为 26%的多乙氧

基壬基苯磺酸钠水溶液、 5. 2份磷酸氢钠、

1. 6份过二硫酸钠、 509. 6份 St和 10. 4份

MAA的乳液 ,与 37. 4份水、 26份质量分数

为 5%的过二硫酸钠水溶液在 80℃下搅拌

混合 ,进行乳液聚合反应 ,然后按时加入 1. 0

份甲醛和亚硫酸钠的缩合物和 5. 0份水 ,于

60℃下继续进行聚合反应 ,直至达到预定转

化率 ,直接合成出固形物质量分数为 67% 、

粘度为 3. 5 Pa· s的高固含量胶乳。在此应

该说明 ,若聚合配方没有磷酸氢钠存在 ,直接

合成出高固含量胶乳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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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橡胶工业

英国《欧洲橡胶杂志》 1996年 178卷 9

期 26页报道:

法国橡胶工业主要分为三部分: 轮胎、橡

胶工业制品和翻胎。在 81. 63亿美元的总销

售额中 ,轮胎占 56% ,橡胶工业制品约占

40% ,翻胎占剩余的 3% ～ 4%。 但就耗胶量

而言 ,轮胎所用橡胶占法国耗胶量的 70%以

上 ,而橡胶工业制品仅占 32%。尽管 1995年

原材料价格大幅度增长 ,但轮胎售价却平均

下降 3% ,使长期指数跌至 98. 7(以 1990年

为 100)。 而橡胶工业制品却比 1990年增长

了 2. 7%。
橡胶工业制品出口增长强劲 ,从 1992年

占总产量的 41% ,增长到 1993年的 52%和

1995年的 59% 。 1992～ 1994年轮胎出口量

稳定在总产量的 77%左右 ,而 1995年降至

74%。

为用户定制的混炼胶的销量是法国增长

最快的 , 1995年法国混炼胶销量为 53 570 t ,

同比增长 11%。另一个增长最快的是橡胶与

金属结合制品 ,增长率超过了 20% 。
(涂学忠摘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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