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法 、德橡胶技术考察报告

吕秉堂 ,何晓玫 ,李抱清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北京　100039)

　　摘要:重点考察了法国橡胶塑料研究与测试中心和德国橡胶工艺技术研究院这两个国家级橡胶研究院(中

心)的橡胶标准化与轮胎基础应用研究工作。指出这两家研究院(中心)在轮胎与橡胶研究开发方面有着一定

广度与深度;它们的工作方向是围绕橡胶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全方位地开展应用研究工作 ,成立橡胶专

业的培训学院 ,为橡胶企业培养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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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 10月 18日～ 11月 1日 ,由北京橡

胶工业研究设计院组团共 5人前往法国和德国

考察橡胶标准化与轮胎基础应用研究工作。法

国橡胶塑料研究与测试中心(LRCCP)和德国

橡胶工艺技术研究院(DIK)是两个国家级研究

机构 ,在轮胎与橡胶研究开发方面有着一定广

度与深度 ,其中法国 LRCCP 还承担轮胎与橡

胶标准化工作 ,因此这两个单位是此次考察的

重点 。另外 ,还在法国参观了哈钦森公司(编织

胶管和密封件等橡胶制品生产厂)及其研究中

心;在德国参观了特乐斯特和贝尔斯托夫两个

生产挤出和压延设备的机械制造厂 ,还在杜塞

尔多夫参观了四年一度的世界最大规模的橡胶

与塑料展览会 ———′98橡胶与塑料展览会。现

将此次考察的主要收获与体会报告如下 。

1　橡胶标准的制订与管理

法国橡胶中心协会下设橡胶标准办公室 ,

主要从事法国标准化协会的管理工作。管理的

标准有:ISO 标准 150 个 , 欧洲标准化协会

(CEN)标准 150个 ,法国标准(NF)300个 。组

织全国 100多名专家 ,分成 14个工作组对橡胶

标准的制订等工作进行管理。协会还具体承担

ISO/TC45/SC2/WG2和 ISO/TC45/SC3/W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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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的工作。标准的制 、修订项目由标准化

机构提出 ,上报国家标准主管部门立项 ,纳入计

划 ,再下达给各专业标准化机构的工作组按计

划开展工作 。制订标准的经费主要来自企业 ,

标准化协会的 150个成员每年都必须交费 ,通

过向成员收费来筹集经费 ,然后将部分经费拨

给承担制订标准的工作组。产品标准的制订经

费一般都由企业自己承担。标准基本都是自愿

采用 ,凡经法律规定的标准都要强制执行。申

请认证的产品必须有标准 ,由标准化机构组织

开展认证工作。

据介绍 ,德国标准化学会(DIN)由于经费

等原因已进行精简 ,目前配有为数不多的管理

人员从事标准管理工作 ,但不进行标准的制 、修

订 ,标准的制订由企业和专家来承担。DIN 的

经费除国家有限的拨款外 ,主要通过其它渠道

筹集 。如 DIN 参加了德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DQS),占 25%的股份 , DIN 会长被选为

DQS的董事会主席 ,他可以通过项目获得筹集

经费上的支持 。DIN 还设有 DIN 合格评定公

司(DINCERTCO),认证标志的管理和授权工

作由该公司独家经营。

法 、德两国都参加了 ISO/ TC31的活动 ,主

要是参加欧洲轮胎和轮辋技术组织(ETRTO)

的活动。各企业制订本企业的一些产品标准 ,

也参与制订国家标准。一些大企业如米其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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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参加 ISO的活动主要是参与标准的制订 、讨

论。

轮胎标准的发展与车辆行驶路面条件的改

善 ,特别是与高速公路的发展 、汽车产品的发展

以及节能 、安全 、环保等方面要求紧密相关。性

能更优的轮胎产品和规格不断增加 ,尤其是子

午线轮胎的发展更为突出 ,其性能要求从耐久

性 、经济性向高速 、节能 、安全 、环保及外观等诸

因素方向发展 ,大致有以下特点:

(1)规格品种增加快 ,尤其是子午线轮胎增

加得更快 。轿车轮胎都装配性能优越的子午线

轮胎 ,标准中列入的已达 300多种;载重轮胎 、

工程机械轮胎和农业轮胎是斜交结构和子午线

结构并存 ,子午线轮胎的品种也增加较快。

(2)行驶速度不断提高。标准规定的速度

级别和最高行驶速度 ,轿车轮胎从几年前的 H

级210 km·h-1和 V 级 240 km·h-1提高到W

级 270 km·h
-1
和 Y级 300 km·h

-1
。

(3)轮胎标识及规格的表示基本采用公制 ,

逐步趋向一致。在一些产品上也辅以特别的代

号 , 如 205/60R15 91T 写成 205/60R15 91T

M &S ,后面的 M&S 表示大陆公司的雪泥防滑

轮胎 。

(4)轮胎断面趋向扁平化。新增加规格的

轮胎断面的高宽比越来越小。轿车子午线轮胎

由90 ,85 , 82 , 80 , 75 , 70 , 65 和 60 系列发展到

55 ,50 和 45系列 ,现已发展到 40 , 35和 30 系

列。

(5)轮辋趋向选择大直径和大宽度 。如在

新增加的几个系列中 ,40 ,35和 30 系列轮胎的

轮辋直径分别为 13 ～ 18 ,15 ～ 20 和 18 ～ 20 英

寸 ,轮辋规格分别为 7J ～ 11
1
2 J ,7

1
2 J ～ 13

1
2 J

和 9
1
2
J ～ 13J。

(6)对轮胎的安全 、节能和环保性能更加重

视。标准中对轮胎的行驶速度 、气压及负荷能

力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以保证正常行驶和安

全。米其林公司推出的 MXT ～ XSE 系列轮

胎 、大陆公司推出的 EO T 轮胎都是着重于安

全 、节能及环保性能的轮胎。

关于橡胶设备方面的标准简要介绍如下 。

(1)设备和仪器的标准

据介绍 ,橡胶加工设备标准可分为基础标

准和企业规范。凡是国家制订的基础标准 ,如

制图 、公差 、安全机械标准件 、电器标准等 ,公司

在产品设计及生产中都必须采用 。同时公司根

据开发产品的目的 、用户要求 、生产的可行性及

经济性等确定本公司的产品系列及产品的技术

要求 ,有的作为专利在组织生产中实施。

测试仪器标准则执行国家制订的基础标

准 、试验方法标准及公司制定的规定 ,三方面内

容在生产中都予以实施 。新开发的仪器主要考

虑基础标准 。

(2)几种新设备

(a)广泛应用计算机进行产品设计。设计

软件可分为外购的基础软件 ,如制图 、通用计算

函数 、算法等 ,还有根据产品的特殊性而自己开

发的软件 ,如哈钦森公司提供的汽车用橡胶零

部件都是采用三维有限元分析受力损坏状况而

设计的;特乐斯特公司运用计算机进行机头设

计 ,包括对物料在机头中的流动状态进行分析 。

产品若在使用中发生故障 ,可经网络将故障情

况传到制造厂 ,从计算机中调出参数进行分析 ,

再将结果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 ,从而能较快地

排除故障。

(b)德国 DIK 有几种专门用来研究试验的

设备 。如在 Υ400开炼机的前 、后辊筒工作表

面各埋置 2个测温元件 ,既可连续测量辊温 ,还

可对辊温进行调节;在后辊的工作表面埋置 5

个压力传感器 ,用于测量两辊间胶料的压力;有

多台容量不同的实验室用密炼机 ,其中一台拥

有 6 个混合室 ,每个混合室安装形状不同的转

子 ,用来研究不同转子形状对胶料的混合效果 。

(c)特乐斯特公司和贝尔斯托夫公司都是

挤出机的专业生产厂。他们生产多种型号的挤

出机 ,具有单 、双辊挤出机头 ,可提高出片的质

量 。有一种直径为37 mm 、长径比为45∶1的双

螺杆挤出机 ,在机筒的不同长度段上设 4个投

料口 ,在不拆机筒的情况下 ,可将螺杆从后部全

部退出 ,观察物料的挤出状况或进行检修。两

公司均生产四复合挤出机头供轮胎厂用于挤出

成型复合胎面胶。此外 ,还生产可更换螺杆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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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的挤出机 ,即将螺杆芯轴设计成外花键 ,螺纹

设计成内花键 ,螺纹可分段与芯轴装配 ,当需选

不同的螺纹时 ,只更换螺纹即可。

2　轮胎基础应用研究

西欧的轮胎公司都有自己强大的技术中

心 ,有非常雄厚的研究开发实力 ,作为国家级的

橡胶研究机构一般都不从事轮胎研究工作 ,而

大多是受轮胎公司或橡胶原材料供应商的委托

进行一些基础应用研究工作。

围绕环保及降低轮胎滚动阻力的研究已取

得积极进展。其中 ,采用白炭黑作为轮胎胎面

的补强填料已被公认 ,白炭黑的加入显著降低

了轮胎的滚动阻力 ,但由于它不易混炼 ,在胶料

中分散不好 ,使其用量目前只占 5%。填料的

分散问题一直是轮胎基础应用研究的重要课

题。法国 LRCCP 和德国 DIK都配备有隧道式

扫描电子显微镜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德国DIK

开展填充网络与补强的研究 ,通过橡胶与炭黑

以不同方式进行混炼后观察炭黑分布的状况 ,

用炭黑分散仪(价格为 5万马克)观察 10 ～ 100

μm 图像甚至 3μm 图像的微观分散状况 ,据此

进行分析;还进一步研究了混炼时间与胶料门

尼粘度和正硫化时间的关系 、填料分布状况与

动态性能的关系以及填料分散性对橡胶强度与

弯曲疲劳性能的影响 。研究的成果对改进轮胎

公司的生产工艺与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帮助。世

界轮胎工业对使用白炭黑给予高度重视 ,现在

欧美白炭黑的用量仅为 5%,为了解决其分散

性不好的问题 ,法国米其林公司与白炭黑生产

商罗地亚白炭黑公司密切合作 ,已使白炭黑的

分散性得到很大改善。但是 ,许多大炭黑生产

公司担扰白炭黑会取代炭黑而投入力量研究既

易分散又能降低轮胎滚动阻力的炭黑 ,德国德

固萨公司和美国的一家炭黑公司正致力于这方

面的工作 。可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填料的分

散与补强研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橡胶动态性能研究一直是轮胎生产厂关注

的课题 ,在参观的法国 LRCCP 和德国 DIK 两

个研究院(中心)时都看到了所配备的动态试验

机 ,它可测量橡胶试样在垂直与剪切方向运动

时的受力状况 ,这种受力状况模拟了轮胎的实

际使用状况 。在这两个研究院(中心)的研究领

域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展工艺研究 ,如德

国 DIK 开展了一项压延厚胶片减少胶片气泡

的研究。造成压延气泡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辊

筒中堆积胶片产生的辊隙压力;二是供胶状况 。

通过研究提出以下改进措施:①改进供胶状况;

②通过调整工艺参数和增加辅助设备来增大辊

隙压力;③测定产生气泡的临界工艺参数 ,进而

提出无气泡压延的简单过程模型 。他们还开展

了混炼过程最优化 、挤出过程热传导等方面的

研究。

3　国家级橡胶研究院的工作方向

此次考察的法国 LRCCP 和德国 DIK 两个

国家级橡胶研究院(中心),其工作方向都很明

确:一是围绕橡胶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提高

全方位地开展应用研究工作;二是成立橡胶专

业的培训学院 ,为橡胶企业培养专门人才 。

法国 LRCCP 于 1954 年由法国国家橡胶

与塑料协会创办 ,其服务宗旨是为橡胶工业、弹

性体工业和塑料工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持与帮

助 。德国 DIK 始建于 1984 年 ,经德国经济部

批准 ,得到德国橡胶制造者协会认可 ,每年都从

70多个橡胶制造商那里得到资助 ,用于购进研

究设备 ,提高研究实力 。

法 、德这两个研究院(中心)都得到了国家

和社团的部分资助 ,但经费远远不足 ,其经费主

要是靠为企业提供支持与技术服务获得。如德

国 DIK1997年的总收入为 450万马克(约合人

民币 2 250万元),其中从短期研究开发中获得

的收入占 36%,中长期研究(一般属基础研究 ,

研究周期均在 3年以上)收入占 40.50%,教育

培训收入占 12.80%(合人民币 288 万元)。其

支出构成大致为:材料消耗占 23.6%,人员工

资占 70.9%,税收占 4.1%,其它为 1.4%。

德国 DIK 全院仅有 40 人 ,而从事研究工

作的技术人员有 30人 。法国 LRCCP 也只有

40人 ,其服务领域包括航空制造业 、医药业 、汽

车业 、电子工程 、核工业 、自动化业 、公用工程以

及环保业等 。每年约有 2 000 万法郎的盈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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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法 、德这两个研究院(中心)具有两个鲜明

特点:一是研究队伍短小精干 ,人员少 ,层次高 ,

能出高质量成果;二是面向社会 ,服务广泛。与

我国研究院所一样 ,靠向工业界提供优质技术

服务获得收入 ,同样也面临生存危机。

德国 DIK 开展的工作包括:化学与物理分

析;损坏样品分析 ,不合格样品原因评估;使用

寿命试验;品质控制 ,新材料测试;界面分析;结

构分析 ,交联键分析;填料分散与分布研究;图

像分析;低温性能考察;储存期预测;加速老化

试验 ,应力松弛与蠕变试验;加工行为 ,熔融损

坏研究;挤出时的非粘弹特性考察;挤出特性曲

线测定;转换操作的最优化试验;配方改进;试

验品的操作与制造;方法发展预测等。该院分

为以下 4 个研究部 ,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

系。

(1)弹性体化学部:主要开展聚合物的相容

性研究 、界面研究 、胶粘性与流变性研究 ,另外

还研究橡胶硫化释放出的废气毒性 。

(2)弹性体物理部:主要研究粘附机理 、滚

动阻力与磨损、储存期 、抗耐性等。

(3)制造工艺部:研究包括混炼过程的质量

控制 、挤出温度控制 、厚胶片压延技术等 。

(4)材料发展与试验部:主要有按德国

DIN标准 、国际 ISO 标准和美国ASTM 标准进

行的试验 、新产品工艺评估 、破坏性检验与分

析 、品质控制以及方法发展预测。

法国 LRCCP 的活动范围更加广泛 ,包括

橡胶 、弹性体 、热塑性塑料 、热固性材料 、热塑性

弹性体及复合材料等。可提供分析 、检验及试

验;技术帮助;应用研究;特殊试验方法及改进;

试验装置与试验模型设计;评价鉴定;技术咨

询;提供产品等 。

这两个研究院(中心)都有一整套先进的物

化检测仪器与设备 ,还配备有压延机和冷喂料

挤出机以进行工艺研究。如法国 LRCCP 拥有

2002型流变仪 ,气相 、液相及热相分析仪 ,高低

温拉力试验机 ,动态试验机 ,傅立叶转换红外微

量分析仪 ,扫描电子显微镜以及实验室密闭式

炼胶机 ,复合挤出联动线以及 Υ600×300三辊

压延机等 。该公司一方面能为企业提供技术上

的帮助 ,开展分析 、检验及进行各种试验;另一

方面还能从事应用研究 、评价鉴定 、技术咨询 、

发展新的试验方法直至应用户要求提供产品。

法 、德这两个研究院(中心)还从事教育与

人才培养事业。他们认为 ,高聚物专业在许多

大学都设立 ,但作为橡胶这一分支并不是每所

大学都设置 ,它的许多独特的科学问题、最新的

发展只有像他们这类专门的研究院(中心)才进

行讲授。因此 ,在研究院(中心)内专门成立了

橡胶技术学院和培训中心 ,对不同层次 、不同要

求的橡胶工程人员进行教育 ,使他们获得相应

的知识或取得相应的职称 ,更好地为橡胶工业

服务。但是 ,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收取费用 ,这

无疑也给研究院(中心)提供了一笔收入。

法国 LRCCP 内设置了橡胶学院和培训教

育中心(IFOCA),有 20名工作人员 。橡胶技术

学院培训工程师(讲授 11 个月课程 、在学 5

年)、硕士(讲授 9个月课程 、在学 4年)和技师

(讲授 11 个月课程 、在学 2 年)3 种等级的人

员 。入学者必须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并通过入学

考试 ,完成规定的课程并经考试合格后发给相

应的证书。法国 IFOCA主要培训在职人员 ,这

些人来自法国与世界各地的橡胶加工业 、原材

料制造业 、橡胶装备制造业和橡胶产品用户 。

分二类培训 ,一类是短期培训 , IFOCA 每年都

公布培训计划 ,包括培训内容 、日期和费用 ,每

年组织 30次短期培训 ,每次 3 ～ 10天 ,适用于

希望获得更充实的专门知识的工程师 、行政管

理人员 、工艺师 、带班者和操作工 。另一类是长

期培训 ,课程设置与时间均按培训者的要求 ,采

用讲授与实习相结合 ,适用于专业人员的进一

步深造 。

德国 DIK 也开展了培训教育工作。在汉

诺威大学的指导下已开办了二期橡胶工艺深造

班 ,其对象是工作 2年以上 、有一定专业经验的

大学毕业生 ,包括商务主管 、技术员 、工程师和

化学专家 。课程内容涉及原材料 、填料 、硫化 、

加工方法 、物理和动态性能以及质量保证等方

面 ,由 DIK的专家 、大学教授及企业界的专家

讲授。DIK还开展短期培训 ,如对技工 3个月 ,

工程师 、化学师和商贸人员 4个月 ,给他们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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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方面的最新知识 ,使他们对橡胶工艺有初

步了解。

4　结语

这是首次组团考察欧洲橡胶标准化工作和

欧洲橡胶研究院(中心),通过访问基本了解了

欧洲橡胶标准化工作的现状与发展 ,有助于今

后我国橡胶标准化与国际接轨 。另外 , 法国

LRCCP 和德国 DIK两个研究院(中心)对轮胎

与橡胶应用基础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它们的工作方向值得借鉴。
收稿日期:1999-12-02

充气橡胶护舷可溶内模研制成功
中图分类号:TQ336.8　　文献标识码:D

山东济南凯丝克纸业有限公司开发成功一

种新型充气橡胶护舷可溶内模 ,并于近日交付

客户使用 。

由于大型橡胶充气护舷内模的生产技术复

杂 、材料特殊 、工艺难度大 ,国内一直没有解决

该技术难题 ,产品依赖进口 ,严重阻碍了我国橡

胶工业大型充气护舷的发展。

该公司经多年潜心研究、反复试验 ,终于开

发成功了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大型充气橡胶护

舷纸浆内模生产技术。该项技术所需材料独

特 ,生产周期短 ,模体不变形 、挺度好 、质量小 、

表面平整强度高 ,形状可根据产品要求设计制

作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用此模具生产的充气

橡胶护舷可整体一次成型 ,工期短 、强度好 、节

约原材料 、硫化方便 。硫化完毕 ,内模即可水溶

取出 ,操作方便 、无污染。

利用可溶内模生产充气橡胶护舷是目前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技术 ,深受护舷生产厂

家的欢迎 。

(济南凯丝克纸业有限公司　马恒臣供稿)

中橡集团研究院转制工作会在自贡召开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D

中联橡胶(集团)总公司所属研究设计院转

制工作现场交流会 ,于 1999年 10月 27 ～ 29日

在自贡召开 ,来自总公司及其所属 6个研究设

计院的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 ,总公司所属北京院 、沈阳院 、曙

光院 、西北院 、株洲院和炭黑院分别介绍了各自

单位转制工作的基本情况和转制后的工作设

想 。炭黑院院长范汝新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

介绍了该院创建科技型企业的经验及今后的发

展方向 。

总公司总经理鞠洪振作了总结讲话 ,他在

充分肯定各单位在转制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的基

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 3点具体要求 ,并部署了各

院 1999年年底到 2000年应完成的 5项任务。

(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　徐　忠供稿)

北方最大白炭黑项目建成
中图分类号:TQ330.38+3　　文献标识码:D

　　山西省忻州地区河曲化工厂万吨级白炭黑

项目整体工程于 1999年年底顺利完成 。该生

产线集国产精化设计及设备于一身 ,最终生产

能力为 15 000 t ,总投资为 3 000万元 。该项目

投产后 ,产品质量和产量在国内将名列前茅 。

据了解 ,该项目目前在我国北方地区生产规模

最大。

　　河曲化工厂 1997年开始生产白炭黑 ,生产

能力为 1 500多吨 ,当年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 。该厂重视科技投入 ,现已成为山西省能

源重化工基地的重点化工企业。该厂拥有得天

独厚的优质原料资源 ,其生产的白炭黑采用国

际先进的沉淀法反应工艺 ,工艺流程先进 ,规模

化生产 ,并采取了 ISO 9002所要求的质量控制

措施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产品的优良品质和产

品质量的稳定性 。

　　该项目于 1999年 5 月开始筹备 ,到 12月

下旬泡化碱炉开始出产品 、煤气炉点火 ,预计

2000年 1月中旬全部试车将顺利完成 ,全部工

程仅用了 7个多月的时间。

(摘自《中国化工报》 , 199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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