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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要挂胶的帘布放在导开架上
,

第 1 面挂胶

后由该装置卷取
,

胶帘布卷在麻面卷取辊上
。

当帘布进行第 2 面挂胶时
,

该装置就变为导

开装置
,

电动机停止运转
,

帘布由压延机辊筒

牵引
,

张力变化由张力调节装置进行控制
。

6 o ot 胶帘布计算
,

每年可节约 40 多万元 )
。

( 3) 解决了压延过程中出现的帘布劈缝
、

压破
、

出兜
、

密度不均
、

弯曲等质量问题
。

(唐 山市橡胶厂 陈宝山供稿 )

2 主要参数

( l ) 电动机
:

型 号 JO
Z 5 2

一

6 ;
功率

7
.

s k w ;
使用电压 3 8 0 V

。

( 2 )减速机
:

型 号 Z Q 3 5 0 ;
传动比

8
.

3 2
。

( 3) 变速齿轮
:

模数 5 ; 主动齿轮齿数

4 2 ;
中介齿轮齿数 38 ;

从动齿轮齿数 68
。

( 4 )摩擦压盘
:

直径 3 0 0 m m
。

( 5 )麻 面卷取辊
:

直径 1 8 O m m ;
长

1
.

7 3 m m
。

3 技术要点

卷取后的布卷直径为 l m 左右
,

占较大

的空间位置
。

为便于操作和保持合理张力
,

前

导开卷取装置的位置以距压延机辊筒 1
.

6 m

为宜
。

进行第 2 面挂胶时
,

为保持张力的均匀
,

防止帘布跑偏
,

必须在麻面卷取辊的两端安

装张力调节装置
,

由调节装置上的手轮控制

张力变化
。

前导开卷取装置在进行第 1 遍卷取时
,

卷取速度必须和压延机的辊筒速度同步
,

起

动与停止应和压延机辊筒同时进行
。

为方便更换摩擦片
,

无级变速箱体挡板

应可拆卸
。

4 结论
( 1) 三辊压延机可连续作业

,

减少了许多

操作环节
,

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原来生产 1

捆 1 7 5k g 胶帘布需要 60 m in
,

改进后只需要

4 o m in )
,

并节约了生产用电
。

( 2) 胶帘布头尾的损耗大大降低 (按年产
二
采用 3 份活性氧化镁

。

氟橡胶与金属粘合用的 F z
一

1 粘合剂

青岛密封工业公司研制出一种新型氟橡

胶与金属粘合用 的 F Z
一

1 粘合剂 (复合硅烷

反应产物 )
,

这种粘合剂不仅粘合性能好
,

适

用范围较宽
,

且价格合理
。

F Z
一

1 粘合剂是由甲
、

乙
、

丙 3 种硅烷偶

联剂合成的
,

将甲
、

乙两种硅烷偶联剂按 1 ,

2 的摩尔比倒人盛有溶剂的反应瓶中
,

加人

适量的催化剂
,

进行水解反应
。

再将丙种硅烷

偶联剂或 1 “

交联剂加人进行复合反应
,

可得

微黄色透明液体
,

停放 d7 后
,

作为粘合剂使

用
。

被粘胶料基本配方
:

氟橡胶 1 00
;
氧化

镁
’

巧 ;
硫酸钡 4一10

;
氢氧化钙 6 ;

填

料 12 一 15 ;
硫化剂 2一 2

.

8 ;
着 色剂 适

量
。

在 X K
一

1 60 开炼机上制备混炼胶
,

停放
2 4 h 后进行返炼

,

薄通 10 次下片
。

试样按剥

离强度测定方法的要求制备
,

金 属拉块为

4 5#

钢
,

表面经喷砂 (或磷化 )
、

脱脂处理后再

用甲醇或丙醇清洗晾干或烘干
,

涂粘合剂 (浸

涂或涂刷均可 )
,

置人 70 一 1 00 ℃烘箱中烘干

l o m in
,

将混炼胶片 ( 2
.

3 m m 厚 ) 放在两块金

属拉块之间
,

装模硫化
。

硫化条件
:

一般平板

硫化机硫化 1 6 5℃ x 1 4 m i n
,

二段烘箱硫化

20 0℃ X 24 h
。

试样经 24 h 停放后在拉力机上

测定其剥离强度
。

影 响粘合效果的主要因素如下
。

( 1) 不同硅烷偶联剂配 比对粘合性能的

影响

将甲
、

乙两种硅烷偶联剂按 1 ,
2摩尔比

配制
,

进行与丙种硅烷单用和并用试验
,

结果

见表 1
。

由表 1可见
,

随着丙种硅烷偶联剂 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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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硅烷配比对粘合性能的影晌

配方号 甲 /乙硅烷偶联剂 丙种硅烷偶联剂
,

m ol 1#

交联剂 剥离强度
` ) ,

M p a

0

O
.

4 8

53

界面粘合情况
` ,

光面
、

部分断胶

5 以上

部分断胶

断胶

断胶

未拉断
、

断胶

山勺,曰Qù八乙2/
沙 了了/
产
了
沙

/
才

ù .111月.1月.ù一.11工?ú八jJ任巴」

注
:

1) 胶料
:
2 4 6 B

,

3#

硫化剂
,

其余同基本配方
。

加
,

粘合强度提高
。

当其摩尔比达到一定值

时
,

就会出现断胶
,

与 1
”

交联剂相 比
,

效果比

较显著
。

说明丙种硅烷偶联剂不仅起了交联

作用
,

而且还参加 了界面化学反应
,

提供了牢

固而稳定的粘合性能
。

( 2) 不 同氟橡胶对粘合性能的影响

为了考察 F Z
一

1 对不同氟橡胶与金属粘

合性能的影响
,

我们分别用 2 6 D
,

2 4 6B
,

2 4 6 G

和意大利的 F O R 60 K 氟橡胶进行了粘合试

验
,

结果见表 2
。

表 2 不同报橡胶对粘合性能的影响

配方号 剥离强度
,

M P a

界面粘合情况
4

.

5

3
.

5

4
.

5

5 以上

断胶

断胶

断胶

断胶

口
.

0CJ口FFFF

注
:
F

a

一 2 6 D ; F b
一2 4 6 B ; F

e

一 2 4 6G ; F d
一F O R 6 0 K

,

双

酚硫化体系
。

由表 2 可见
,

F Z
一 1 粘合剂对不同氟橡胶

与金属粘合都表现出良好的粘合性熊
。

但意

大利氟橡胶比国产氟橡胶粘合强度高
。

这可

能是由于意大利氟橡胶门尼粘度低所致
。

( 3) 不同硫化体系对粘合性能的影响

不同硫化体系对 F Z
一

1 粘合剂粘合性能

的影响见表 3
。

采用国产 2 6D
,

2 4 6 B 和 2 4 6 G 3 种氟橡胶

和意大利进 口 F O R 60 K 氟橡胶
,

分别用 3 “

硫化剂和双酚 A F 体系硫化
,

进行粘合试验
。

由表 3 可见
,

双酚 A F 硫化体系比 3 “

硫化剂

粘合性能好
。

说明这种硫化体系含有与 F Z
一

1

易起反应的基团
,

或者是其硫化时形成化学

键有利于与金属粘接
。

这与其它硅烷在此硫

化体系 中粘合性能较差的报道相反
。

( 4) 不同填充剂对粘合性能的影响

为了验证 F Z
一

1 对填料的适应性
,

分别

表 3 不同硫化体系对粘合性能的影响

配方号 氟橡胶 硫化剂

3 #

双酚体系
3 #

双酚体系

3 #

双酚体系

剥离强度
,

M aP

: ;

分月
ù
b幽b内b门h场场引妇钊引22公多冬冬

F O R 6 oK (含双酚硫化体系 ) :
’

:

界面粘合情况

断胶

断胶

断胶

断胶

大部分断胶

断胶
、

未拉开

断胶

--aaFF-tF-nF-c-cFF凡

进行了炭黑和非炭黑填充的氟橡胶胶料试验

(见表 4 )
。

结果表明
,

炭黑填充的胶料
,

意大

利的 F O R 6 o K 胶 比国产胶的粘合强度高
;

对国产同种氟橡胶
,

用喷雾炭黑与用白炭黑

的粘合性能接近
,

但在配方中加人活性氧化

镁粘合性能有所提高
;
加环氧树脂 (E

一

44 )和

活性氧化镁的胶料粘合性能很好
。

总之
,

经过

适当配方调整
,

采用 F Z
一

1 粘合剂均可达到

要求的粘合强度
。

同时
,

我们还进行 了不同着

色剂的试验
,

发现同一配方
,

绿色胶料比红色

胶料粘合性能好
,

可能 因为绿色着色剂是有

机着色剂
,

而红色着色剂采用三氧化二铁
,

对



第 2期 橡 胶 工 业

表 4 不同填料对 F z
一
1 粘合性能的影响

配 方 号 剥离强度
,

M P a

界面粘合情况

F卜 s

( 5 10 2 ,

M gO ) 4
.

0 断胶
、

部分断胶
F卜 6

(喷雾炭黑
,

M g o ) 3
.

5 断胶
、

部分断胶
F卜 7

( 5 10 2 ,

活性 M g o ) 4
.

5 断胶
F 、 : 4

.

5 断胶
( 5 10 2 ,

活性 M g o
,

E
一 4 4 ) 5

.

0 断胶
F d 5

.

0 断胶
( M 只0

,

喷雾炭黑 )

注
:
F b
一生胶 2 4 6 B ; F d

一意大利 F O R 6 0 K
。

粘接界面产生不 良影响所致
。

对不同粘合剂性能进行了比较
。

将 F Z
一

1

与国内外氟橡胶粘合剂进行了对比试验
,

结

果列于表 5
。

由表 5 可见
,

F Z
一

1 粘合剂的粘合

性能优于国内外同类胶粘剂 C he m lo k 60 7
,

32 9 0
一

1和 A P M
,

达到了德国 5 12 粘合剂 的水

平
,

但价格仅为 5 12 的 1/ 3 左右
。

据介绍
,

C h e m l o k 6 7 0 和 3 2 9 0
一

1 在沿海地区使用不

稳定
,

文献中曾建议采用 5 1 2
,

而 F Z
一

1 基本

表 5 不同粘合剂的比较

名 称

F z 一 1

C h e m lo k (美国 )

3 2 9 0
一
l (德国 )

5 1 2 (意大利 )

A P M (上海 )

F X Y 4 (北京 )

剥离强度
,

M P a

3
.

0一 5
.

0 以上

1
.

5一 3
.

0

界面粘合情况 稳定性 价格
,

元
·

k g 一 ,

0
.

2一 0
.

4

4
.

0一 5
.

0

1
.

5一 3
.

3

断胶

光面
、

断胶

光面
、

断胶

断胶

光面
、

断胶

脱胶
, ,

9 个月稳定

6 个月稳定

不稳定

稳定

3 5 0

3 90

24 0

10 0 0 (港元 )

样品

样品

注
:

1) 未做剥离试验
,

在产品使用时发现
。

上达到了 51 2 的水平
。

为 了验证 F Z
一

1 贮存稳定性
,

从 1 9 8 9一

1 9 9 3 年共进行了两批试验
,

结果表明
,

F Z
一

1

贮存期在 9 个月内仍能保持 良好的粘合性

能
。

9 个月之后
,

只要保存得当
,

仍可使用
,

但

必须进行试验
。

此外
,

在生产使用中发现 F Z
-

1 出现沉淀现象
。

原因是当 F Z
一 1 加乙醇和水

一起加热时
,

即可发现硅烷复合现象
,

生成白

色的蜡状硅烷聚集体
。

因此使用过程中
,

不能

将剩余的 F Z
一

1 连同溶剂一起倒回原液中
。

1 9 9 2一 1 9 9 3 年共批量 生 产 7 o k g F Z
一

1

粘合剂
,

经使用表明
,

粘合性能 良好
,

金属骨

架不论采用喷砂还是磷化处理
,

都未发现脱

胶
。

总之
,

采用几种含不同官能团的复合硅

烷为主体研制的新型粘合剂 F Z
一

1
,

用于氟橡

胶与金属 的粘合
,

在不同氟橡胶和不同硫化

体系及不同填料中
,

均有较好的粘合强度
,

表

明 F Z
一

1 粘合剂性能稳定
,

适应范围较宽
。

与国内外同类产品比较
, F Z

一

1 粘合剂粘

合性有创睁
,

价格便宜
。

(青岛密封工业公司 刘振华 刘印文供稿 )

硫黄直接投入密炼机进行二段混炼

在橡胶混炼工艺中
,

将硫黄直接投人密

炼室与一段胶料进行二段混炼
,

可以提高混

炼均匀性
,

提高混炼速度
,

改善生产环境
,

降

低劳动强度
。

广州第一橡胶厂利用 G K 27 o N

型密炼机的性能特点
,

开展了硫黄直接投人

密炼机进行二段混炼的工艺试验
。

经过多次

试验
,

对配方的硫化体系作了调整
,

确定了工

艺条件
,

已经投人正常生产
。

1 胶料配方特征及混炼工艺条件的确定

选择摩托车轮胎胎面胶和 自行车轮胎胎

面胶进行试验
。

胶料配方如下
:

生胶 100
;
硫

黄 1
.

5一 1
.

8 ;
促进剂 C Z 0

.

4一 0
.

9 ;
促进

剂 D M 0
.

4一 0
.

7 ;
氧化锌 5 ;

硬脂酸 3 ;

炭黑 5 0一55 ;
填充剂 o一 8 1

.

5 ;
软化剂

12 一 1 4 ;
防老剂 2

.

2一 2
.

5
。

经多次试验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