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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塑性弹性体 SIS开发成功

由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承担研制的

热塑性弹性体 SIS 开发成功 ,并于 1998年 4

月 3日正式通过吉林省科委组织的专家技术

鉴定 。

热塑性弹性体 SIS是苯乙烯类热塑性弹

性体中比较重要的胶种之一 ,广泛应用于医

疗 、电绝缘 、包装 、保护 、固定 、标志以及复合

材料的层间粘合等方面。80%的热塑性弹性

体S IS 用于配制各种热熔压敏粘合剂 。在我

国主要用于包装带 、遮盖带 、表面保护膜 、双

面胶带 、压敏标签 、卫生巾用压敏胶 、高弹性

保护 、塑料改性及其它日常生活用品。在欧 、

美 、日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 ,SIS 系列粘合

剂在上述领域已完全取代了 SBS 系列粘合

剂 ,现在正逐步被国内用户接受 ,成为我国粘

合剂行业的新一代产品。

目前 ,该院开发的热塑性弹性体 S IS 及

粘合剂项目 ,已形成了三大品种和 8个系列

的粘合剂产品 ,其中玩具胶 、热熔压敏胶 、阻

染胶 、泡沫转移压敏胶 、耐候汽车用压敏胶 、

耐高温压敏胶 、纸袋中缝胶和皮肤胶等产品 ,

已在国内 20多个省 、市的厂家应用 ,反响很

好。据有关专家预测 , “九五”期间 ,国内 SIS

需求量将达 5 000 t·a-1 。随着商品经济的

飞速发展及日常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加之

S IS在汽车工业 、材料改性等特殊行业的进

一步应用 ,SIS 的应用市场将以更快的速度

增长 。

专家鉴定认为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研究

院在 200 t·a-1装置的基础上 ,成功地开发了

以正丁基锂为引发剂的合成 SIS 新工艺 ,技

术成熟可靠 ,稳定性好 ,特别是原料精制及聚

合物相对分子质量控制技术简捷方便 ,易于

实施 ,其整体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开发

工作完成了从原料精制 、聚合工艺 、胶液凝

聚 、挤出干燥 、熔剂回收利用及“三废”处理等

全部过程研究 ,并完成了 3 000 t·a-1基础设

计及技术经济评价 。开发的 SIS产品性能稳

定 ,产品质量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 ,应用效果

良好 ,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 ,满足国内市场

的需求。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研究院　张晓君供稿)

1998年世界橡胶需求量将下降 2%
美国《橡胶和塑料新闻》1998 年 2月 9

日 3页报道:

据国际合成橡胶生产者协会(IISRP)预

测 ,1998 年世界 SR 需求量增长率将降至

2%这一较正常的速度 ,而 1997年的增长率

为 4.4%。预计未来 5年世界生胶消耗量的

年平均增长率为 2.3%,其中 SR的平均年增

幅为 2.7 %。1997 年生胶总需求量为 1 670

万 t ,其中 SR为 1 060万 t , NR为 610万 t 。

此数据高于一年前预测的估计数据 。

就各胶种而言 ,1997年 BR增幅最大 ,为

5.8%,其次是 NBR ,为 4.8%,以下依次是:

EPR为 4.2%,CR为 3.5%,SBR为2 %。 IR

和 IIR分别增长 2.7%。

(涂学忠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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