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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分析评价了胶带工业的国内外现状
.

根据化工部橡胶工业
“

八五
”
规划

及 2 0 0。 年的科技发展规划精神
,

探讨了胶带行业到 ZOon 年的科技发展目标
,

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

关扭词 胶带
,

输送带
,

传动带

胶带 (输送带
、

传动带 )是橡胶工业中的

骨干产品之一
。

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

近 10 年来
,

胶带工业中的骨干企

业从国外引进了较先进的生产线
,

开发出了

难燃输送带
、

钢丝绳输送带
、

切割式 V 带
、

同

步齿形带等一系列产品
,

同时依靠国内力量
,

研制出了尼龙片基平带
、

窄形 V 带
、

高倾角

输送带
、

筒状输送带
、

轻型树脂输送带等新产

品
,

从而为胶带工业产品结构的调整 打下 了

基础
。

但是
,

就总体水平而言
,

我国胶带工业

与先进国家相 比
,

在生产技术
、

装备水平
、

测

试手段
、

质量保证体系及现代化管理方面仍

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

因此
,

分析评价胶带工业

的国内外现状
,

预测其发展趋势
,

不断开发新

技术
、

新材料和新产品
,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

新的应用领域
,

乃是加速我国胶带工业发展

以及复关后参予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环节
。

1 胶带工业的国内外现状

L l 国内现状

( l) 输送带
。

国内输送带行业从总体水平

看结构不合理
。

骨架材料中棉帆布仍 占约

70 %以上
,

且产品品种少
。

胶带最大宽度为

3 0 0 0 m m
,

运速为 4 m
· s 一 `

以下
,

运 量在 3 k t

·

h 一
’
以下

,

且使用寿命仅为进 口同类产品的

1 2/
。

除少数骨干企业外
,

大多数工厂生产装

备陈旧
,

能耗高
,

有些设备甚 至还 是国 际

`

原在青岛橡胶工业研究所工作
。

四五十年代的水平
。

大部分中
、

小企业还没有

配备自动配合密炼系统
,

准备车间污染严重
,

工作条件差
。

成型大多沿用老式的半手工逐

层贴合方法
,

压延半成品质量波动较大
。

测试

手段简陋
,

所测数据的准确性
、

及时性和相关

性都不能满足要求
,

并缺乏动态模拟强力试

验手段
。

此外
,

企业生产管理落后
,

劳动密集

程度大
,

没有形成一个能代表全国胶带技术

水平的高新技术产品研究中心
。

( 2) 传动带
。

国内 V 带产品基本上仍以

棉和人造丝帘布结构包布 V 带为主
,

平型传

动带则以棉帆布多层结构为主
,

且材质差
,

品

种少
,

装备和生产工艺及测试手段相当于国
·

际 50 年代的水平
。

高强力聚醋树脂平带
、

全

新树脂 V 带
、

短纤维
一

橡胶复合材料平带
、

汽

车同步齿形带
、

芳纶骨架 V 带仍是空白
。

联

组 V 带虽已研制成功
,

但生产量较少
,

不能

满足需求
。

圆弧齿同步带有几家企业小批量

生产
,

但没有一家能生产出满足汽车技术性

能要求的同步带
。

切割式 V 带虽有 4 家工厂

从德国引进了生产线
,

并已开始生产部分产

品
,

但生产能力与市场需求相差较大
。

传动带

的测试手段较为落后
,

基本限于一般物理机

械性能的测定
,

虽已具有动态模拟强力试验

机
,

但所测数据的及时性及相关性有待改进
。

L Z 国外现状

( l) 输送带
。

国外输送带正朝着高强度
、

大长度
、

阻燃性
、

多品种方向发展
。

重点放在

更新骨架材料 (聚醋
、

芳纶 )
、

减薄带体 (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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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提高输送角度( 高倾角)
、

改进带体结构

( 整体带芯
、

直经直纬系统) 和扩大应用领域

上
。

骨架材料中 9 % 0以上采用聚醋
、

钢丝
、

尼

龙
,

芳纶骨架输送带 已在欧美问世
。

最长的胶

带输送机达 41 0k m
,

单机跨度为 1 k4 m 以上
。

最大胶带宽度 达 6 0 0 o m m
,

运行速度达 6一

1 3m
· S 一 ’ ,

运量达 40 kt
·

h 一
` 。

尼龙输送带等

级
,

仅日本阪东公司就有 42 个
。

钢丝绳输送

带的最高拉伸强度达 Z o 0 ON
·

m m 一 ` 。

日本轻

型树脂输送带每年以 10 % 以上的速度递增
,

其销售额高出橡胶输送带 50 %以上
。

德国辛

格林公司
、

日本新格林公司
、

意大利切里诺公

司和瑞士哈巴希特公司几乎垄断了轻型输送

带市场
。

在输送带制造装备中
,

密炼机系统采用

高压
、

高速
、

全密封和全自动控制
,

原材料全

密封 自动配合
,

并用功率积分仪控制混炼胶

质量
。

压延机有自动测厚
、

反馈调距
、

自动定

中心和张力控制等装置
,

采用工业 电视监视
。

部分产品采用了成型
、

硫化联动生产线
。

平板

硫化机实现了电脑自动化控制
,

鼓式硫化机

广泛用于薄型胶带和浅花纹胶带的生产
。

输送带的测试手段齐全而且先进
。

试验

机多采用 自动记录和电脑数据处理
。

此外
,

还

建立了各种成品动态模拟试验手段
,

如输送

带冲击试验
、

各种疲劳试验
、

高速机床模拟试

验
、

物料循环模拟试验等
。

国外把输送带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具有

发展前途的物料输送工具
,

因而其发展受到

极大重视
,

在科研
、

生产
、

测试手段及现代化

管理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

技术进步明

显
。

( 2) 传动带
。

先进国家 60 年代就已进人

聚醋线绳结构时期
。

骨架材料聚醋化
、

结构线

绳化
、

胶料氯丁化
、

带体窄型化
、

压缩层短纤

维定向化和成品切割化已成为现代 V 带的

显著特点
。

现在国外 V 带品种发展的最新动

向是全新的树脂 V 带和芳纶线绳结构 V 带
,

其工艺独特且使用寿命大大提高
。

在经济发

达国家
,

老式的普通 V 带和棉帆布结构的平

带正被聚醋线绳结构的窄型切割式 V 带
、

同

步齿形传动带和新型节能尼龙片基平带所代

替
。

这种新一代的传动带传动功率大
、

传动效

率高
、

功率消耗小 (节能 3 %一 13 % )
,

可节省

原材料 10 %以上
,

使用寿命却可提高 0
.

5一 2

倍
。

V 带的生产已大量采用线绳组套筒成

型
、

胶囊硫化和成品切割的生产工艺
。

其测试

均采用动态模拟试验和强化试验且集中控

制
。

2 胶带工业到 2 0 00 年的科技进步目标及其

发展建议

.2 1 科技进步目标

( 1 ) 1 9 9 5 年胶带骨架合成纤维用量达到

胶带纤维总用量的 50 %
,

2 0 0 0 年达到 90 %

以上
。

合成橡胶和树脂的使用比例到本世纪

末达到国外经济发展国家 80 年代的水平 (即

60 % 以上 )
。

( 2) 本世纪末
,

胶带产品全部按 15 0 标

准生产
,

产 品质量和使用寿命达到发达国家
8 0 年代末水平

,

产品品种和强力系列达到 日

本 80 年代末水平
。

( 3) 尼龙输送带
、

聚醋输送带
、

钢丝绳输

送带
、

难燃输送带
、

树脂输送带
、

切 割式 V

带
、

同步齿形带
、

尼龙片基平带等产品参与国

际市场竞争
,

争取出 口 量 占胶带总 产量 的

2 0 %一 3 0%
。

.2 2 发展建议

为加速胶带工业的发展
,

尽快缩小与国

外先进国家的差距
,

提出如下建议
。

( 1) 尽快淘汰质量差
、

能耗高
、

标准低的

V 带
,

限制发展棉帆布骨架普通输送带
,

禁止

新增难燃输送带的生产能力
,

有计划地发展

薄型树脂输送带
。

( 2) 积极做好已引进生产线 (钢丝绳输送

带
、

难燃输送带
、

切 割式 V 带
、

同步齿形带

等 )的消化
、

吸收和改达 工作
,

以带动全行业

的技术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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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努力扩大合成橡胶和树脂的使用 比

例
,

积极开发热塑性弹性体和定向短纤维弹

性体复合材料在胶带中的应用
。

( 4) 重点发展聚醋
、

尼龙
、

钢丝绳输送带

和 P v C 整芯难燃输送带
。

开发并生产悬挂式

筒状输送带
、

高倾角输送带
、

超耐热输送带和

轻型树脂输送带
。

研制芳纶骨架输送带
、

短纤

维弹性体复合材料轻型输送带和功能性输送

带
。

(5 ) 重点开发推广切割式 v 带
、

同步齿

形带和节能尼龙片基平带
。

研制开发芳纶骨

架 V 带
、

全新树脂 V 带和短纤维弹性体复合

材料平带
。

( 6) 开发推广微机在密炼机
、

压延机
、

成

型机
、

硫化机和测试设备以及在产品结构设

计
、

配方设计
、

工艺设计及质量保证体系方面

的应用
。

( 7) 强化标准化工作
,

研究并采用国际标

准
,

尽快建立胶带专业新的科学标准体系
。

( 8 )加快胶带研究和测试中心的建设
,

研

究开发各种胶带动态模拟试验
,

完善科研体

制和测试体制
。

收稿 日期 1 9 9 3
一 1 1一 2 0

轮胎厂的节能技术改造工程现场
。

代表们一

致认为
,

橡胶行业的节能工作潜力很大
,

大有

作为
; 而橡胶工业节能技术协作网是组织橡

胶行业节能工作者进行技术交流
,

推动节能

工作上台阶
、

上水平的有效组织形式
。

会议回顾了橡胶工业节能技术协作网成

立 9 年来的工作情况
,

对今后的工作作了安

排
; 还提出了今后将陆续成立橡胶工业节能

技术协作网地区分网
,

并以地区性分网开展

经常性技术交流活动为主的工作方针
。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

((( 橡胶工业节能 》编辑部 邵尧燮供稿 )

橡胶工业节能技术委员会会议暨轮胎行

业节能技术现场交流会在广州召开

橡胶工业节能技术委员会会议暨轮胎行

业节能技术现场交流会于 1 9 9 4 年 4 月 n 一

1 4 日在广州轮胎厂召开
。

来自全国 18 个单

位的 23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

与会代表听取了广州轮胎厂余世权 的
“

节 能工作系统工程化
,

优质降耗生产上 台

阶
”

的报告
、

四川橡胶厂康枝银关于该厂实现

热电联产的经验介绍
、

沈阳第三橡胶厂张斌

赴马来西亚考察
“

轮胎外胎硫化采用氮气作

内压硫化介质
”

的情况介绍
、

上海化工局综合

咨询公司陈英华
“

关于成立橡胶工业节能技

术协作网上海分网
”

的筹备情况介绍
。

结合余世权的报告
,

代表们参观 了广州

废旧橡胶微波再生工艺通过部级鉴定

由广东梅州市嘉应橡塑厂承担的部重点

科技开发项 目
-

— 废 旧橡胶微波再生工艺 日

前通过化工部组织的鉴定
。

梅州市嘉应橡塑厂从 1 9 8 8 年开始进行

微波脱硫再 生 工艺研 究
,

并建成 了年产

l o o ot 的生产装置
。

该工艺采用微波间歇辐

射
、

红外热能保温工艺路线
,

整套装置的主要

工艺参数均为 自动控制
。

该工艺具有 自动化

程度高
,

生产周期短并可省去传统再生工艺

水洗
、

挤水
、

干燥等一系列操作
,

是废 旧橡胶

再生技术的重大突破
,

填补 了我国再生技术

的一项空白
。

该装置已生产 出几百吨轮胎再生胶
,

均

达到国家规定的再生胶化学及物理性能指

标
,

提供给 10 多个橡胶制品厂使用
,

质量稳

定
,

反映良好
。

该装置还具有设备投资少
、

占地面积小

的特点
。

无需使用蒸汽
,

可省去锅炉等一整套

供热设施
。

生产单位产量的再生胶综合能耗

少于传统水油法
。

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水油

法
。

据嘉应橡塑厂分析
,

年产 I OO 0t 轮胎再生

胶其利润可达 24 %
。

专家们对本项技术给予 了高度评价
,

由

于它不存在废水污染问题
,

又跟踪了世界废

旧橡胶再生的发展方向
,

一致认为
,

具有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