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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念

以橡胶(更广义地说是弹性体)为主要原

料 ,用大生产方法制造并具备橡胶特性的鞋称

为胶鞋。它与皮鞋或布鞋等其它鞋种的区别在

于 ,一是所用主体材料不同 ,二是胶鞋只能在具

有一定机械化程度的大生产模式流水线上装

配 ,而其它鞋种则可以用非群体的手工方式制

造。传统的布面胶鞋 ,其底 、围条 、前包头 、后跟

衬等部件均取材于橡胶;胶面胶鞋则连鞋统也

采用橡胶 。

近年来 ,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冷粘鞋 ,其鞋帮

取材于皮革或合成材料 ,虽已越出了橡胶的范

畴 ,但仍被列为胶鞋的新品种。这是因为从功

能和性能上看 ,冷粘鞋仍类同于胶鞋。

随着各鞋种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 ,胶鞋

定义的内涵也有了新的补充和完善 。从实用角

度上看 ,胶鞋应集弹性 、耐酸碱 、防滑 、防水和绝

缘于一体 ,可在运动 、劳动保护 、雨雪 、休闲等方

面跨领域应用。

2　胶鞋工业的发展

胶鞋是最古老的橡胶制品之一 ,胶鞋工业

是橡胶工业早期形成的分支。早在 19世纪初 ,

欧洲就有了专门生产雨鞋的工厂。胶鞋最初作

为雨具使用 ,以全胶鞋为主 ,后来逐步发展到供

捕渔 、农田 、矿山等领域应用 ,其主要作用是防

水 、防虫咬 、防外物击伤 。随着体育运动的发

展 ,穿着者扩大到运动员和学生。如今在人们

的日常生活中也习惯穿着胶鞋了。

　　由于胶鞋品种和穿着范围的不断扩大 ,胶

鞋工业已发展成为传统的制造业。全世界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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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胶鞋约 30亿双。从数量看 ,主要集中在亚

太地区 ,而从品质上衡量 ,德国 、意大利 、美国等

国家则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 。1993 年全球胶

鞋总贸易额达 147亿美元 ,约占鞋类总贸易值

的 21.3%。

据史料记载 , 我国的胶鞋生产最早始于

1917年的广州 ,以后上海成为主要集中地 。至

解放前夕 ,胶鞋一直是我国橡胶行业的龙头产

品 。解放后 ,虽然胶鞋在全行业中的地位不断

下降 ,但绝对产量仍呈逐年上升趋势 ,总体实力

大增 ,如 1997年全国胶鞋总产量达到 12.4亿

双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有胶鞋企业 600多家

(其中国有企业百余家),从业人员总数达 50万

人 ,年耗胶量近20万 t 。同时 ,我国还是胶鞋出

口大国 ,出口量居世界首位 , 每年 7 亿 ～ 8 亿

双 ,但以中 、低档鞋为主 。

3　品种分类

胶鞋可按用材 、功能和加工方法进行分类 。

3.1　按功能分类

(1)生活用鞋

这类胶鞋供生活穿着使用 ,一般按季节划

分 ,如棉胶鞋 、春秋鞋及凉鞋;也可按活动内容

划分 ,如休闲鞋 、旅游鞋 、沙滩鞋及漫步鞋等。

(2)劳动用鞋

此类胶鞋能适应人们在劳动时所处的环

境 ,承受一些特定条件 ,如工矿场地穿用的工矿

鞋(靴)、防止重物堕落伤人的防碰鞋(靴)、农田

劳动时穿着的农田靴 、捕捞时穿的水产靴以及

林业工人穿的采伐靴等 。

3.2　按材料分类

(1)布面胶鞋

凡是鞋帮取材于纺织物 ,配上围条 、大底 、

中底 、前包头等胶制部件的胶鞋均属布面胶鞋 。

其优点是鞋面透气 、柔软 ,且可结合帮布的染色

507第 8 期　　　　　　　　　　　　　赵光贤.胶鞋技术讲座　第 1 讲　概论　　　　　　　　　　　　　　　　



与印花而变换花样。布面胶鞋所用帮材织物大

多是棉帆布或棉/合成纤物交织布 。近年又开

发出皮革帮面的布面胶鞋 。

(2)胶面胶鞋

整个统面取材于覆贴胶面的棉毛针织布 ,

具有不渗漏的功能。为了改进鞋的外观及保护

胶层 ,全鞋浸涂亮油 ,以形成一层光亮的漆腹 。

(3)橡塑鞋

这类胶鞋在底材上大多采用纯胶或橡塑共

混物 、热塑性弹性体 ,而在帮材的选料上更是不

拘一格 ,跳出传统胶鞋的框框 ,采用天然革 、合

成革 、合成纤维织物(如尼龙 、聚酯)及液体聚氨

酯浇注料等材料 。

3.3　按加工工艺分类

(1)传统工艺鞋

鞋底的加工可概分为辊筒出型及模压两

种。前者又称一次硫化胶鞋 ,后者称二次硫化

胶鞋。辊筒出型底胶鞋的优点是工序简单 ,人

工成本较低 ,生产效率高 ,但产品档次低;而模

压底胶鞋要经过两次硫化 ,加工要求相对较繁 ,

工艺环节较多 ,但产品档次和价位都较高 。目

前 ,布面或胶面胶鞋均以这两种方法生产。

全模压胶鞋则是在底帮贴合成型后放入模

具进行整鞋硫化 。其优点是外观漂亮 ,结合牢

固 ,但生产效率低 ,现国内外已很少采用 。

(2)新工艺胶鞋

从 80年代起 ,我国胶鞋工业也开始采用新

工艺生产胶鞋 ,有冷粘鞋 、注塑鞋和浇注鞋 ,它

们的共同特点是不经过硫化。

①冷粘鞋。制作方法类似于胶粘皮鞋 ,帮

底涂胶浆后于常温或略高于常温(40 ～ 60 ℃)

下固化而成。

②注塑鞋。热塑性鞋料在高温 、高压下挤

压注入模具构成鞋底 ,并与鞋帮结为一体所得 。

③浇注鞋。通过双组分液态浇注材料(一

般由多元醇及多异氰酸酯按一定比例混合而

成)通过反应性注射成型工艺与帮部件结为一

体而成。

以上 3种胶鞋分类各有侧重 ,在商品流通

领域中 ,商家和消费者比较接受按功能分类 ,而

胶鞋厂从业人员从生产管理角度则倾向于按材

料分类或按制造工艺分类 。有时也将 3种分类

交错 、综合在一起 ,如二次硫化皮面模压底运动

鞋 ,其中二次硫化底和模压底主要是反映制鞋

工艺 ,皮面反映制鞋材料 ,而运动鞋则反映鞋的

功能。

4　胶鞋的部件

任何一双胶鞋均由底 、帮及帮底结合部件

组成。

4.1　底部件

底部件从外到内分成 2 ～ 3个层次 ,其中着

地部分称为大底或外底;鞋腔中接触足底的部

件为内底(亦称中底),一般选用橡胶海绵 ,也有

采用不发孔胶料的(称为硬中底 ,一般胶面胶鞋

采用)。内底的作用是增加弹性 ,抵挡外来冲

击 ,缓解行走或跳跃时产生的震动 。在冷粘鞋

中有时在大底与内底之间嵌入第 3 个层次 ,称

为插底或楔形底 ,使整个底部件呈坡形。

4.2　帮部件

帮部件是以织物为主构成鞋帮各组成部分

的部件 ,包括:鞋帮 、鞋舌 、护趾布 、鞋眼 、鞋带 、

沿口条和装饰件 。

(1)鞋帮

鞋帮是胶鞋的上层结构 ,起包覆 、保护足部

作用 。鞋的造型 、穿着舒适程度与鞋帮的设计

和制造有关 。鞋帮所用的材料以面布与里布的

复合物为主 ,近年又开始使用天然革和合成革 。

鞋帮是多个部件的组合体 ,分前帮和后帮两大

部分 。前帮除了主体件外 ,还附有护趾布 、鞋

舌 、鞋眼衬等几个附属件;后帮则包括后跟条及

鞋口皮等 。胶面胶鞋的帮或统的结构简单 ,由

鞋里布 、外贴鞋面胶构成 ,为一次出型的整体结

构 。

(2)鞋舌

鞋舌是位于脚背部位的舌形部件 ,主要功

能是保护穿鞋人的脚跗 ,避免足背因与较硬挺

的鞋帮频繁摩擦而擦伤 。鞋舌对运动鞋更重

要 。鞋舌一般取材于质地柔软的材料 ,为背衬

聚氨酯泡沫的复合面料(详见第 3 讲),可显著

提高穿着舒适感 。

(3)护趾布

护趾布是用于加固脚趾部位鞋帮内侧的衬

布 。人在行走时小趾外侧与帮布摩擦频繁 ,该

部位容易出现早期破损 ,护趾布则可大大减少

这类问题的发生。并非所有胶鞋均设此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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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劳动用鞋(如解放鞋)中较常见。

(4)鞋眼

鞋眼是固着在鞋帮上的穿孔构件。凡是采

用鞋带固着的胶鞋都配有鞋眼 。其材质为金属

(如铝质)或塑料 ,表面涂以各种色彩以增加美

感并与鞋帮相配 。鞋眼呈管状 ,上口呈圆弧形

卷边 ,以固着帮材的另一面(见图 1)。

图 1　鞋眼

1—边外径;2—管外径;3—壁厚;4—总高;5—边高

　　(5)鞋带

鞋带是用以缚紧鞋的带子 ,为空心辫形编

织带。由于每一组纱线均编成人字形 ,故能承

受抽紧时的拉力 。带子所用的纤维有棉 、棉/化

纤混纺和弹力尼龙等 ,鞋带的两端套以塑料扣

环。

(6)沿口条

沿口条是用来封闭鞋帮周边的织物条带 ,

防止帮边的纱线散股 、蔓延 。以前的沿口条采

用平纹细布 ,为了提高其牢固度 ,近年逐步推广

使用编织罗纹带 。该编织带分人字形和斜纹两

种织纹。

(7)装饰件

装饰件是附着于帮面起装饰作用的部件 ,

质地有金属 、塑料或织物 ,以花卉 、动物等图案

突显艺术性和观赏性 ,并相应提高商品的附加

值 。

4.3　帮底结合部件及其它部件

帮底结合部件及其它部件泛指位于帮底结

合部或由结合部延伸的部件 。

(1)围条

围条亦称沿条 ,是胶鞋上 、下两部分结合的

纽带 。它是带花纹的窄长薄型胶条 ,起连接帮

与底的作用 ,可阻挡水分与泥沙进入 。为满足

多方面的要求 ,围条可以是单根 ,也可包括内 、

外两层 ,其中内围条柔软 、富有粘性 ,与帮脚结

合;外围条表面有细花纹。

(2)外包头

外包头可防止胶鞋鞋头部因受剧烈冲击而

磨损 ,同时还可保护脚尖 ,并具有防水作用 。其

花纹应依穿着要求而定 ,花纹基部应适当厚些 。

所谓光包头则表面无花纹 ,优点是不积泥 ,易于

洗涤。

(3)后跟条

后跟条是后跟的加强部件 ,分别处于鞋帮

的内外后缝口处 。平时磨损较大 ,受力也集中 。

所用材料有细布和罗纹布两种 ,后者的强度大

于前者 ,使用寿命也长 ,故罗纹布将逐步取代细

布 。

(4)内头皮

内头皮是贴附于帮里脚趾部位的胶皮 ,起

补强作用。由于它的支撑 ,鞋头不易凹瘪变形 。

以上列举的各个部件 ,在三大类胶鞋中所

在部位分别见图 2 ～ 4。

5　鞋号

鞋号是鞋或楦的长度和肥瘦度的标志 ,包

含着各个方向的尺寸内涵 ,是胶鞋在制造 、流通

和使用中不可缺少的规范 ,也是设计产品时的

主要依据。

目前 ,世界各地流行的鞋号体系 ,基本上以

鞋的内底长为基础 ,而中国鞋号与国际标准鞋

号则以脚长为基础。

5.1　法国鞋号

法国鞋号采用较广 ,特别流行于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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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热硫化粘贴法布面运动鞋

1—鞋帮;2—鞋舌;5—鞋眼衬;6—护趾布;7—内后跟;9—后

口皮;10—沿口条;11—外后跟条;12—统口衬垫;13—鞋

眼;14—外底;16—内底;17—内底布;20—内围条;

21—外围条;24—外包头;25—大梗子

图 3　热硫化粘贴法胶面雨鞋

3—靴统面;4—鞋里;7—内后跟;11—外后跟条;14—外

底;15—底后跟;16—内底;17—内底布;19—围

条;22—沿口围条;23—内头皮

图 4　冷粘法皮面运动鞋

1—鞋帮;2—鞋舌;5—鞋眼衬;8—外后跟;9—后口

皮;12—统口衬垫;14—外底;16—内底;

18—中底;24—外包头

(中国鞋号诞生前也通行法国鞋号),其长度号

差(即相邻两个号之间的尺寸差)为
2
3

cm 或

6.67 mm 。100 mm 为鞋长基数 ,号数为 16 ～

46 ,46 号以上为特大号。楦底样长的计算式

为:

楦底样长(mm)=100+[ 6.67×(鞋号-15)]

以 40号为例 ,则

楦底样长(mm)=100+[ 6.67×(40-15)]

=100+167

=267

法国鞋号的肥瘦分A ,B ,C ,D , E ,F 和 G共

7个型号 , A 型为最瘦 , G 型最肥 , 号差为 5

mm 。

5.2　英国鞋号

楦底长以英寸为计量单位 ,分儿童及成人

两个档次。其中儿童从 1 ～ 13 号 ,号差为
1
3英

寸(8.47 mm),以 4英寸(101.6 mm)为基数 。

故儿童最小号(1 号)的鞋长为 4+
1
3
=4

1
3
英

寸(109.2 mm),而儿童最大号为 4+
1
3
×13=

8 1
3
英寸(210.8 mm)。

成人号与儿童号直接连接 ,成人 1号比儿

童 13号大 1个号 ,依此类推 。例如成人 5号的

楦底长为 8
1
3 +5

1
3 =10英寸(254 mm)。英

国号的肥瘦度型差为 5 mm 。

5.3　美国鞋号

美国鞋号也是以楦底长为基准 ,以英寸为

单位 。计算方法与英国鞋号相仿。以 3 11
12
英

寸(99.57 mm)为基数 , 长度号差为
1
3
英寸

(8.47 mm),儿童系列为 1 ～ 13号 。成人号则

以儿童 13号为基数进行追加 。肥瘦度型差也

分 A , B ,C ,D ,E ,F 和 G ,但型差大于英国鞋号 ,

为
1
2
英寸(12.7 mm)。

5.4　中国鞋号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和各地区的

脚型特征也存在着差距 ,但出入不大 。本着求

同存异的原则 ,早在 70年代 ,在有关部门领导

的组织下 ,抽调设计人员在全国范围进行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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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调查工作 ,从各地数十万人次的脚型实测(对

象包括不同民族 、职业 、性别及年龄)的基础上 ,

加以归纳综合 ,提出了适合于四鞋(皮 、塑 、胶 、

布)通用的中国鞋号 ,在试行后加以推广执行 ,

成为我国统一遵行的国家鞋号 。中国鞋号从长

度号及型号两个方面构成系列 。

(1)长度号

中国鞋号不同于欧美鞋号之处 ,是以脚长

为基础顺序编号 ,两个相邻号之间的长度号差

为 1 cm ,
1
2 cm 为半号差。考虑到鞋腔的长度

应略大于脚长 ,因此设置一定的放余量 ,以容许

人脚在鞋腔有适当的活动空间与余地。这样每

个鞋号的长度应等于脚长加放余量 。如 25 号

的鞋长应为:

25×10+12(放余量)=262(mm)

放余量的示意及与鞋长 、楦底样长的关系

如图 5所示。

　　中国鞋号中的鞋长按年龄及性别共分 6个

档次 ,见表 1 。

图 5　脚长与楦长的关系

1—楦底样长;2—后容差;3—放余量;4—脚长;

5—楦底长;6—楦全长

表 1　中国鞋分档

年龄/性别档次 鞋号范围 备　　注

婴儿 9～ 12
1
2

小儿 13～ 16

中童 16
1
2
～ 19

1
2

大童 20～ 23

成年女子 21～ 25 25
1
2
起为特大号

成年男子 23
1
2
～ 26

1
2

27号起为特大号

　　(2)肥瘦号(型号)

肥瘦号是衡量鞋型肥瘦的量度 ,以跖趾关

节的围长为依据 ,设置 5个型号 ,一型最瘦 ,五

型最肥 ,每两个相邻型号之间设半型 。两个相

邻型号之差为 7 mm ,半型差为 3.5 mm 。

中国鞋号的表达方式是在产品后缀以长度

号(以阿拉伯数字书写)及型号(以汉字并加括

号书写),例如解放鞋 25(三半)。

　　不同鞋号各有自己的用途 ,中国鞋号主要

用于内销鞋 , 而外国鞋号则适用于出口胶鞋 。

各种鞋号之间无计算式可供直接换算 ,只能通

过对照图(见图 6)大致找出对应号。以中国鞋

号 25为例 ,其鞋长为262 mm ,相当于法国号的

39 ～ 40码 ,或英国号的 6号半 。

图 6　各国鞋号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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