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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氯化聚乙烯 (C P )E 与再生胶共混技术的关键在于共混物配方中硫化促进剂体系和增塑剂体系的调

整
。

以 C P E 10 。份
、

鞋类再生胶2 00 份 (或3 00 份 )作硫黄
、

D B 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酷) 变量试验
,

同时兼顾其它

助剂配合
,

确定的共混胶料配方
,

辅之以一定的生产工艺条件
,

制成的 C P E 与再生胶共混物可用于夹布

胶管
、

吸水胶管
、

特种 V 带压缩胶
、

胶鞋
、

胶板
、

车窗密封条等多种橡胶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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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4 0年代初 问世的特种合成材料— 氯化

聚乙烯 (C P E户 」
,

作为塑料改性剂使用已经

有许多年的历史了
。

但是作为弹性体应用
,

却

是近几年才刚刚引起人们普遍关注 的事情
。

C P E 与天然橡胶
、

丁苯橡胶
、

丁睛橡胶 的共

混 已有成熟 的经验
。

而 C P E 与再生胶共混
,

尚无人涉足
,

是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

众所周知
,

共混的 目的通常是为了
:

①改

进和提高硫化胶的某些物理性能及弥补原橡

胶性能的不足之处
;② 改善 聚合物的加工性

能
; ③降低橡胶制品的成本

。

再生胶本身具有一定的塑性和 强度
,

能

部分代替生胶用于橡胶制 品中
,

以降低成本

和改善胶料的工艺性能及物理性能
。

C P E 是高密度聚乙烯的氯化产物
,

具有

饱和链结构
,

既有极性链段又有非极性链段
,

因而 即可与非极性橡胶混容
,

又可与极性橡

胶混容
。

但其加工性能不好
,

混炼时对辊温较

为敏感
,

温度低时易脱辊
,

同时没有塑炼效

果
。

这是 因为其分子链上不含双键
,

在机械剪

切力作用下具有稳定性的缘故所致
。

C P E 与再生胶共混
,

可将再生胶固有的

特性赋予共混物
,

使得共混胶具有 良好的加

工性能
。

C P E 掺混大量的再生胶后
,

可以弥

补因 C P E 密度较大对成本造成的不利影响
。

本文介绍 了作者对 C P E 与再生胶共混

技术的一点体会
,

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填补

这一空白
,

仅供广大橡胶科技工作者借鉴参

考
。

2 实验

.2 1 共混材料

再生胶
,

鞋类再生胶
,

水油法生产
,

湖南

某地产
。

其化学分析结果及其物理性能示于

表 1
。

表 1

项

水分
,

灰分
,

再生胶化学分析结果及其物理性能
“

标准
` ’

簇 1
.

30

簇 3 2
.

0

簇 1 7
.

0

%%

丙酮抽提物
,

%

召阵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aP

扯断伸长率
,

%

扯断永久变形
,

%

) 5
.

5

异 3 5 0

贯
*

配方采用基本配合
,

硫化条件为 1 42 C X 30 m in
。

* ,
G B / T 1 3 4 6住 9。胶鞋再生胶优级品指标

。

C P E
,

衡阳产
。

其性能指标见表 2
。

其它材料均为常规通用材料
。

.2 2 共混配方

共混基本配方如下
:
C P E 1 00

;
氧化锌

4
.

。 ;
硬脂酸 .2 0 ;

硫黄 变量
;
促进剂 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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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P E 性能指标( 录自产品说明书 )

项 目 测试方法 性能指标

外观 直观 白色颗粒

粒径 筛分( 筛孔尺寸 o
·

8 8 3m m )9 8 %通过

相对密度
,

M g / m 3 G B 10 3 3
一

7 0 1
·

14 ~ 1
·

1 8

氛含量
,

% 燃烧法 35 士 2

挥发分含量
,

% 一 簇 .0 3

热分解温度
,

亡 刚果红试纸变色 ) 17 。

出现喷霜现象
。

氧化锌除少部分使 C P E 产生

双键外
,

大部分用来在再生胶中与硬脂酸作

活化剂使用
,

故将其用量加大到 4份
。

选择硫

黄超速促进剂体系是为了兼顾再生胶之硫

化
,

以求达到最佳的共硫化效果
。

分别以 10 份
、

20 份 D B P 与再生胶
、

硫黄

作变量试验
,

其硫化胶物理性能见表 3
、

4
。

2
.

5 ;
促进剂 T M T D 1

.

0 ;
防老剂 D F C

一

3 4

2
.

0 ;
通用炭黑 5 0 ;

碳酸钙 5 0 ;
陶土 5 0 ;

邻苯二甲酸二丁酷 ( D B )P 变量
;
古马隆

5
.

0 ;
松焦油 5

.

0 ;
氧化镁 .5 0 ;再生胶 变

量
。

.2 3 共混工艺

.2 .3 1 开炼机共混工艺

首先将辊温升至 80 ℃左右
,

调窄辊距
,

缓

缓加人 C P E
,

熔融包辊后
,

适量加人增塑剂
。

此后
,

降低辊温
,

调宽辊距
,

掺混再生胶
,

捣炼

均匀后
,

再按照常规工艺加人其它配合剂即

可
。

.2 .3 2 密炼机共混工艺

当密炼室温度达到规定温度后
,

首先加

人部分再生胶
,

再投人 C P E
,

待其熔融后
,

加

入剩余部分的再生胶
。

当电流有负荷时
,

再加

人其它配合剂
,

并按照常规工艺操作即可
。

密

炼机共混工艺宜分两段操作
,

一段停放后
,

二

段时再加人硫化剂
。

表3 10 份 D B P 与再生胶
、

硫黄变 t

试验硫化胶物理性能

项 目
再生胶 200 再生胶 300

硫黄 2
.

5 硫黄3
.

。 硫黄2
.

5 硫黄 .3 。

召阵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P a

扯断伸长率
,

%

扯断永久变形
,

%

8 3 8 3

8
.

1 7
.

8

2 4 0 2 1 5

2 4 24

2 9。

2 6

81.7522528

表4

项 目

20 份 D B P 与再生胶
、

硫黄变 ,

试验硫化胶物理性能

再生胶 200 再生胶 3 00

硫黄 2
.

5 硫黄 3
.

。 硫黄 .2 5 硫黄 .3 0

79.722202877.7624529召环尔 A 型硬度
,

度

拉伸强度
,

M aP

扯断伸长率
,

%

扯断永久变形
,

%

25 0

3 Z 甜

3 结果与讨论

.3 1 硫化体系的选择

C P E 由于分子结构中不含双键
,

采用硫

黄超速促进剂体系
,

在氧化锌存在条件下使

之生成双键
,

并以稳定剂控制达到必需量的

双键
。

此外
,

在硫化过程中会有一些脱氯化氢

反应发生
,

易于在制品中形成气泡
,

故还需有

一定量的 吸收剂
。

经选择采用氧化镁 5
.

0份
,

兼 用作稳定剂 和 吸收剂 ( 通常 1 00 份 c P E
,

3
.

0份氧化镁即可 )
。

促进剂 T M T D 用量减

为 1
.

。份
,

是为了提高焦烧安全性和减少制品

有资料介绍 2j[
,

胶鞋再生胶中的橡胶烃

含量为30 %左右
,

即 1 00 份胶鞋再生胶相当于

18 份生胶
。

也有人称川
,

配方中胎面再生胶每

增加 1 0份
,

硫黄用量应增加 0
.

0 8份
。

据此
,

3 0 0

份胶鞋再生胶需硫黄 1
.

5份
,

加上 1 00 份 C P E

的硫黄用量
,

共为 3
.

。份
。

因此
,

最终确定硫化

体系为
:

硫黄 2
.

5 一 .3 0份
,

促进剂 T M T D

1
.

0份
,

促进剂 D M 2
.

5份
,

氧化锌 4
.

。

份
,

氧化镁 5
.

0份
。

3
.

2 再生胶用最对硫化胶性能的影响

以 C P E l o 。份与不 同用 量的再生胶共

混
,

共混胶的物理性能如表 3
、

4所示
。

硫黄用

量 2
.

5一 3
.

0份时
,

拉伸强度随再生胶用量增

加而提高
。

当硫黄用量为 2
.

5份时
,

硬度随再

(下转第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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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粘树脂对丁苯橡胶流变性能的影响

Ef fe c to sfTa cki f yi ng R e si nso nR ho e loi ga c l Pr o Per ti e so f SR B

Z h uH o ng

(e Bi zi ng R e sa r e e ha n dDe si g nI ns ti tu to eR f ub ber
I n ds u tr y)

b As ta r e t

As tu dyha sbe e n ma do e f the e f fe e to sf P
一

tr e t
一

b u tyl phe no l
一

fo r ma l de h y dr e e si na n d P
-

tr e t
一 o e tyl phe no l

一

fo r ma l de h y dr e e si o n n thr e ho e logi ea la n dph ysi a e l pr o pr e ti e so f SR Ba s

we l la so n the po wer o e ns u mpti o nfo r mi xi ng
.

T her e s ul tsho ws tha tb y tha e d di ti o no f the

r e si ns the s to ek be eo me so e nwi thr e de e u da P Pa r e n t vi e so si ty
,

l o w e r e d a p p a r e n t s h e a r s t r e s s ,

im p r o v e d f l o w b e h a v i o r ,

b e t t e r e x t r u d a t e a p p e a r a n e e a n d d e e r e a s e d m i x i n g P o w e r e o n s u m p
-

t i o n , a n d w i t h t h e i n e r e a s e o f t h e r e s i n a m o u n t
, t h e e f f e e t 15 m o r e o u t s t a n d i n g ; a l o w e r r e s i n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g i v e s n o a d v e r s e e f f e e t o n t h e p r o p e r t i e s o f t h e v u l e a n i s a t e a n d a r e s i n e o n e e n -

t r a t i o n o v e r 1 0 p h r w i l l r e s u l t i n a p h e n o m e n o n o f s e r i o u s s t i e k i n g
一
t o 一

m i l l
.

K e y w o r d s :
P

一
t e r t

一

b u t y l p h e n o l f o r m a ld e h y d e r e s in ; P
一
t e r t

一 o e t y l p h e n o l f o r m a l d e h y d e

r e s i n ; r h e o l o g i e a l p r o p e r t ie s ; S B R r u b b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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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胶用量增加而增加
,

当硫黄用量为 3
.

0份

时
,

硬度随再生胶用量增加而降低
。

如果要提

高硫化胶硬度
,

需另外添加补强填充剂等
。

3
.

3 硫化胶硬度的调整
C P E 单用时硬度较高

,

并用再生胶后硬

度随之降低
。

但随着硫黄用量的加大
,

硬度又

会升高
。

为了获得硬度适中的硫化胶
,

需加人

一定的软化剂
,

但再生胶在加工生产过程中

已加入了大量的油类软化剂
,

再加人油类软

化剂
,

不仅工艺性能不好
,

易粘辊
,

且对 C P E

的作用效果不 明显
。

有材料介绍闭
,

加入 1份

醋 类 增 塑剂 可 降低 硬 度约 。
.

7度
。

D B P 对

C P E 可起增塑作用
,

又能降低硬度
。

表 3
、

4对

比了 1。份 D B P 和 20 份 D B P 对硫化胶硬度的

调节作用
。

再生胶用量为 2 00 份时
,

增加 1。份

D B P 后
,

硫化胶硬度降低 5一 6度
,

而在再生

胶用量 3 00 份时硫化胶硬度降低 3 ~ 4度
。

从而

为硫化胶硬度的调整
,

找到了一条较好的途

径
。

4 结语

根据产品性能指标
,

对基本配方中相关

组分的用 量进行 了调 整
,

改善 了再生 胶 与

C P E 共混物 的性能
。

该共 混物 用于夹布胶

管
、

吸水胶管
、

特种 V 带压缩层
、

胶鞋
、

胶板
、

密封圈
、

车窗密封条等多种产品
,

可取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特别是车窗密封条

经挤出后可 自然硫化
,

深受用户的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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