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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合成橡胶工业协会常务理事扩大

会议提供的信息: 随着我国橡胶工业的发展 ,

我国生胶资源短缺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国家

每年需进口大量 NR和 SR以满足橡胶加工

日益发展的市场需求。 我国 SR企业对此已

有深刻的认识 ,加快了企业新建、扩建和改造

的步伐 ,以增加 SR新品种 ,提高 SR质量。同

时 ,近年来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石油化工的

发展 ,大型乙烯装置上马或再扩建、改造 ,使

SR合成所需的原料如乙烯、丙烯、丁二烯和

苯乙烯等的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为 SR

生产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基于以

上两方面的原因 ,我国 SR企业已将发展 SR

列入企业发展计划。“九五”期间 ,我国 SR工

业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

1　 SR工业的现状与发展

据了解 , 1995年 SR的生产能力为 50. 4

万 t ,到 2000年 ,随着新 SR企业的建设 ,老

SR企业的扩建和改造 ,新增生产能力为

63. 5万 t,总生产能力将达到 113. 9万 t。

2000年生产能力将为 1995年生产能力的

2. 26倍 ,国内一些长期依靠进口的 SR品种 ,

如 EPDM、 IIR和新品种溶聚丁苯橡胶 ( S-

SBR)、低顺式 BR也将形成一定的规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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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用 SR长期品种不全的局面将告结束。

　　“九五”期间 ,我国的 SR工业将有大的

发展 ,生产能力将成倍地增长 ,胶种将逐步齐

全 ,这无疑给长期受生胶产量缺口困扰的橡

胶加工工业带来了福音 ,将为橡胶加工工业

在橡胶原材料方面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

2　 SR工业产品结构分析

2. 1　 BR品种结构及产量与用量分析

当我们仔细分析“九五”期间 SR的品种

结构时 ,我们感到十分忧虑。我们注意到 ,唯

一采用国内技术开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BR9000,其生产能力增长过快: 1995年生产

能力为 22万 t , 1996年为 29万 t ,到 2000年

将增至 43. 5万 t (如考虑低顺式 BR,则 BR

总生产能力为 48万 t ) ,届时 BR将占 SR总

生产能力的 38. 2% ( 42. 2% ) ,是 SR中生产

能力最大的胶种。这样快的增长速度和如此

大的生产能力 ,能否为橡胶加工工业所消化 ,

这是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轮胎工业的耗胶量约占整个橡胶工业耗

胶量的 50% ,是 BR的最大用户。据估算我国

2000年轮胎产量将达 8 600万套 ,总耗胶量

约为 95万 t。其中 ,子午线轮胎 3 017万条 ,

占轮胎总产量的 35% ,耗胶量为 28万 t ,占

轮胎工业总耗胶量的 29. 5% ,斜交轮胎耗胶

量为 67万 t ,占总耗胶量的 70. 5%。 根据不

同品种规格轮胎规划的数量、每条轮胎耗胶

量以及各种轮胎不同 SR胶种的使用比例 ,

并考虑到 BR充分供应会使企业尽可能扩大

BR的使用比例 ,按照轮胎中 SR的总使用比

例为 48. 3%及 SBR与 BR的合适配比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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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行业中 BR的需求量将为 19万 t。

我国自行开发的 BR具有分子量分布

宽、加工性能优良的特点 ,在其它各项性能和

国外同类名牌产品相当的情况下 ,抗疲劳性

能明显优越。从 BR开发以来 ,我国橡胶加工

行业一直跟踪配合 ,做了大量的工作 ,现在使

用国产 BR可谓“得心应手”、“应用自如”。

在 SR诸品种中 , BR9000属于价格比较

低的品种之一 ,且它的各项性能能满足各种

橡胶制品的生产要求 , BR9000已成为各种

橡胶制品的首选胶种。由于上述诸原因 ,就使

用的广度和深度来说 ,凡是能使用 BR的橡

胶制品 ,配方工作者已尽可能都用或多用它

了 ,也就是说 ,在非轮胎橡胶制品中 ,挖掘潜

力 ,开拓 BR新的应用领域 ,面临困难较大。

目前 70%的 BR用于轮胎 , 30%用于非轮胎

制品 ,其需求量为 8. 14万 t。如果考虑进一步

开拓市场 , 60%的 BR用于轮胎 ,则非轮胎制

品的 BR需求量将为 12. 67万 t。根据以上估

算 ,橡胶工业 BR的总需求量为 27. 14万～

31. 67万 t。 显然 ,如果不考虑出口和国外轮

胎企业在中国境内新建企业所需 BR的量 ,

到 2000年 BR产量将高出实际需求 10万 t

以上 ,供大于求的局面将是不可避免的。

2. 2　 SBR品种结构及产量与用量分析

通用 SR的另一个主要品种是 SBR,

1995年生产能力为 20万 t。 到 2000年乳聚

SBR,即 SBR1500和 SBR1502等 ,生产能力

将达 33万 t , S-SBR生产能力将达 9万 t ,总

生产能力为 42万 t,是 1995年的 2. 1倍。

2000年我国 SBR与 BR(不含低顺式 BR)生

产能力之比为 0. 97,如果按我国 BR实际需

求量 ( 30万 t )计算 ,该比值为 1. 4,而世界范

围内该比值为 1. 6,似乎可据此认为 ,我国橡

胶加工行业的 SBR市场潜力仍较大。而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以我国橡胶工业中用胶量最

大的轮胎行业为例 ,以目前常用配方的实际

消耗定额计算 , SR和 NR的使用比例为

38. 9∶ 61. 1;考虑配方发展可能增加 SR用

量 , SR与 NR的消耗比例将为 48. 3∶ 51. 7,

前者 SBR∶ BR为 0. 97,后者 SBR∶ BR为

1. 10。 在轮胎行业中就不同品种和规格的轮

胎分别与国外相同品种和规格的轮胎相比 ,

我国 SR的消耗比例和国外差别不大。但是 ,

我国轮胎的产品结构和国外不同。国外轮胎

以轿车轮胎为主 , 90年代初 ,美国轿车轮胎

占轮胎总产量的 82. 7% ,德国为 88% ,意大

利和法国均为 91% ,而我国到 2000年才占

36%左右。 轿车轮胎使用 SR的比例高 ,且

SBR∶ BR的比例也大。 另外 ,子午线轮胎的

SR使用比例不比斜交轮胎高 ,子午线轮胎的

发展不会提高 SR的使用比例。综上所述 ,到

2000年我国轮胎行业 SBR的消耗水平上不

去 , SBR∶ BR的比例不会太高。按 SBR∶ BR

= 1. 1计算 , SBR需求量为 21万 t ,若考虑非

轮胎制品中 SBR消耗 10万～ 15万 t ,则

SBR的总需求量为 31万～ 36万 t, SBR也

存在供大于求的问题。

S-SBR因抗湿滑性能好和滚动阻力小 ,

作为轮胎胎面胶受到重视 , S-SBR在 SBR的

总生产能力中的比例逐年上升 ,但在实际使

用中首先考虑的还是性能价格比。 如果 S-

SBR因生产成本比乳聚 SBR高 ,而且售价高

得多 (据了解在 10%以上 ) ,则 S-SBR的 9万

t生产能力如何消化同样会存在一定的问

题。

3　提高 SR使用比例

3. 1　 SR工业的要求

目前我国 SR∶ NR使用比例经粗略估

算为 0. 67,按照“九五”橡胶加工行业规划 ,

提高该比例到 1. 0或更多一些 ,若 2000年生

胶消耗量按 180万 t计算 ,则 SR的需求量为

90万 t,实际 SR的生产能力高出需求 23. 9

万 t;若生胶消耗量按 200万 t计算 ,则 SR

需求量为 100万 t , SR生产能力高出需求

13. 9万 t。显然 , SR的生产能力大于实际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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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表明 ,提高 SR使用比例 ,是一

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应当引起 SR行业和橡

胶加工行业的共同关注。

3. 2　途径与措施

提高 SR使用比例 ,对 SR行业来说 ,首

先可考虑增加新的品种牌号 ,例如 ,对改善橡

胶加工工艺性能有利的充油丁苯橡胶 ( OE-

SBR)和充油顺丁橡胶 ( O EBR) ,甚至是充油

充炭黑的母炼胶 ,还有钕系 BR和 IR等。 国

外有的公司仅 BR这一胶种 ,就有多个牌号

可供选择 ,而我国目前只有 BR9000一种。

O EBR作为试制品做过一些 ,深受用户欢迎 ,

但一直未形成正式产品。新品种的开发到投

入实际使用有一个过程 ,要使这个过程尽可

能缩短 ,首先要依靠 SR行业和橡胶加工行

业密切配合 ,注意积累数据和经验。 其次 ,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和技术性刊物的作用 ,

在新品种牌号的开发和推广使用方面多做些

协调和宣传工作。第三 ,要从战略的观点出发

来考虑 SR的价格。即从考虑扩大 SR的使用

出发 ,在价格上对橡胶加工行业给予一定的

优惠。 1994年国际范围内的 NR价格猛涨 ,

本来是激励橡胶加工行业多用 SR的好时

机 ,但因胶源短缺 , SR随着 NR大幅度涨价 ,

使橡胶加工行业对扩大使用 SR无多大兴

趣。 SR行业和橡胶加工行业许多有识之士

在这一点上已有共识。

橡胶加工行业历来对提高 SR使用比例

给予重视 ,科研单位和国营大企业协同配合

做过大量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九五”期

间 , SR的大发展为橡胶加工行业扩大 SR使

用比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只要 SR供

大于求的局面出现 ; SR品种牌号增加 ,适应

橡胶加工行业对品种牌号的要求 ; SR的价格

对橡胶加工行业具有吸引力 ,橡胶加工行业

就会有兴趣调整配方 ,改变加工工艺 ,充分利

用 SR资源。橡胶加工行业在扩大 SR使用方

面所做的努力 ,反过来又会激励 SR合成企

业开发新品种、新牌号 ,增加 SR对橡胶加工

行业的吸引力 ,形成 SR生产和应用的良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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