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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八五
”

期间我国橡胶助剂的产品结构调整
,

是以发展低毒
、

高效
、

非污染型助剂为主
,

为引进

子午线轮胎生产技术配套的原材料国产化工作作贡献
。

主要发展对苯二胺类防老剂和次磺酞胺类促进

剂
。

要发展助剂的造粒
、

复配及加工型助剂的生产技术
。

关扭词 橡胶助剂
,

子午线轮胎
,

对苯二胺
,

次磺酞胺

,’ / 又五
”

期 间
,

我 国橡胶工业取得了持续

稳定的发展
,

生胶消
、

耗量至 1 9 9 3 年已达 1 20

万 t
,

因而促进了橡胶助剂工业的发展
。

表 1 我国防老剂和促进荆生产

能力统计 t
.

。 一 l

助剂品种 1 9 9 0 年 19 9 5 年 (预计 )

1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概况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 自
“

七五
”
以来取得了

较快的发展
,

大部分产品的质量基本能满足

国内需要
,

主要产品的生产技术有了显著的

进步
。

助剂行业现已有 80 多个主要生产企

业
,

形成了大
、

中
、

小企业相结合的
、

较为合理

的行业布局
,

其中以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

院
、

山西省化工研究所等院所的新产品开发

能力较强
,

在我国子午线轮胎引进技术的原

材料国产化工作中显示了力量
。

助剂的四大

生产基地是南京化工厂
、

东北助剂总厂
、

兰化

有机化工厂和 四川染料厂
,

其中南京化工厂

和东北助剂总厂的防老剂和促进剂的生产能

力占全国的 1/ 3 以上
,

且南京化 工厂在
“

九

五
”

期间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

近年来黄岩橡胶

助剂公司的产品也有很大的发展
。

“

八五
”

末期
,

我国防老剂 的生产能力为

4
.

7 万 t
,

促进剂为 3
.

9 万 t
,

而同期二者需求

量总计仅为 5 万 t 左右
。

表 1 为我国防老剂
、

促进剂 1 9 9 0 年的生产能力和 1 9 9 5 年的预产

能力
,

表 2 和 3 分别为近年来我国促进剂和

防老剂的实际产量
。

根据,’ / 又五
”

期间对调整橡胶助剂产品结

构规划
,

要求发展低毒
、

高效
、

非污染型的橡

防老剂
4 0 1 0N A

4 0 2 0

R D

其它

小计

促进剂

M

DM

C Z

N O B S

其它

小计

总计

2 4 4 0

2 0 0

9 5 0 0

2 8 7 0 0

4 0 8 0 0

64 0 0

12 00

1 0 50 0

2 8 70 0

4 6 80 0

8 6 0 0

4 0 0 0

3 3 1 0

17 0 0

63 3 6

2 3 99 6

6 4 7 96

1 3 0 5 0

70 5 0

5 9 60

4 7 00

8 4 8 6

3 9 64 6

8 6 44 6

表 2 我国 1 , 8 9一 1, 92 年促进剂产 t 统计

225.8860(409
J4洲
呜J斗朽」

33F8469

类 别

哦哇

秋兰姆

次磺酞胺

二硫代氨基甲

酸盐

肌类

其它

合计

1 9 8 9年 1 99 0 年 1 9 9 1年 1 9 9 2年

7 8 7 0

2 7 9 4

3 7 1 2
·

9 0 0 9
.

8

1 2 8 7
.

7

4 2 3 0
.

8

1 1 5 0 5
.

6

1 6 1 2
.

1

4 8 0 3
.

8

8 6 4 8

1 0 2 0
.

8

5 3 2
.

1

16 1 6 7

1 4 3
.

0

10 7 8
.

2

5 13
.

7

1 9 6 5 4
.

0

胶助剂
,

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特别是防老

剂已基本达到
“

八五
”
调整规划 的要求

,

如蔡

胺类防老剂比例已降低到 30 % 以下
,

对苯二

胺类防老剂接近 25 %
。

但对促进剂比例的调

整尚未见成效
,

应在今后加紧实现
。

表 4 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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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近年来防老剂和促进剂产品结构的变

化情况
。

表 3我国 9 19 0一 19 9 2年防老剂产工 t

防老剂品种 9 19 。 年 19 9 1年 产量

A25 1 1 2 2 08 3 29 4

D 29 8 3 2 25 76 3 59

4 01 0
一

9 5勺 76 1 45 3 2

4 01 0N A1 3 01 8 7 243 2 28

4 0 24 0 21 8 0
.

6 9 1

H 2461 8 3 0 0 2

A W29 9 3 5 3

L B E9 9 5 3 1 1 7 7 05 1
.

3

D P N 9 01 3 3 1 4 4

RD 3 18 1 3 289 43 48

S P 1 26 5 1 18 5 1 4 2 2

26 5 4 06 5 4 27 2

M B 9 3 3 5 4 26 3 4

D H B 1 09 1 5

其它 ] 6 89 23 3 8 1 8 71

合计 16 4 06 5 1 8 5 1 2 23 01
.

7

国外公司的认可
。

这些助剂主要有
:

不溶性硫

黄系列产品
、

间甲白粘合剂
、

钻盐粘合剂
、

增

粘树脂
、

补强树脂
、

硅烷偶联剂
、

微晶石蜡
、

防

焦 剂 C T P
、

增塑剂 A
、

促进剂 D Z
、

促进剂

D T N B
、

防老剂 D T P D
、

硫化树脂和芳烃软化

剂等
。

应该说
,

子午线轮胎原材料国产化工作

大大地推动 了我国橡胶助剂工业的发展
,

使

我国能在新型助剂的开发能力和提高产品质

量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

表 4 近年来防老剂产品结构变化

年 份

1 9 8 3

1 9 8 6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禁胺类 对苯二胺类

表 5 近年来促进剂产品结构变化

年 份

1 98 5

1 98 7

1 98 9

19 9 0

1 9 9 2

唾哇类 次磺酞胺类

卫2 8

1 9 5

2 2

2 6
.

1

22

..一了
。

咋才

八匕,é次
`或口匕」亡Jlì J工办

“

八五
”

期间
,

对我 国橡胶助剂的研制开

发
,

为引进子午线轮胎生产技术配套的原材

料国产化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

自 1 9 8 7 年起

由化工部首批安排了 16 大类 27 个助剂产品

的国产化
,

至 1 9 9 2 年末这些品种的国产化已

基本实现
,

并大多数获得了引进技术企业或

2 我国橡胶助剂的发展方向

2
.

1 继续致力于产品结构的调整
,

适应橡胶

工业发展的需要
’

( 1) 继续按低毒
、

高效
、

低污染的要求
,

坚

决把蔡胺类防老剂和唾哩类促进剂占的生产

比例降下来
,

并把对苯二胺类防老剂和次磺

酞胺类促进剂 占的生产比例提高
,

特别是要

大力发展防老剂 4 0 2。 和促进剂 N S 等的生

产
。

( 2) 根据我国橡胶工业产品结构的调整

开发新型助剂品种
。

( 3) 要继续发展子午线轮胎生产配套用

的橡胶助剂
,

已经配套的要在产品质量和降

低成本方面下功夫
,

切实做到原材料的国产

化
。 “

九五
”

末期
,

我国促进剂
、

防老剂和其它

助剂的 总需求量分别是 3
.

2 万
,

4 万和 1
.

5

万 t
。

2
.

2 大力发展加工型橡胶助剂
-

尽管加工型橡胶助剂就世界范围来说只

占 1 0 %
,

而我国仅占 6%
,

但它 的品种之繁
、

功能之多是不能忽视的
,

尤其是在改善橡胶

加工工艺
、

节约能源和提高产品质量方面 的

作用更为显著
。

随着我国橡胶工业高速加工

装备的采用和高效加工工艺对助剂的要求
,

大力发展加工型助剂已是当务之急
。

加工型助剂的种类不胜枚举
,

主要包括

分散剂
、

均匀剂
、

增塑剂
、

脱模剂
、

抗硫化返原

剂
、

增粘剂
、

塑解剂
、

阻燃剂
、

改性剂
、

防焦剂

等等
。

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德国 s hc ill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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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a il
c

h e
r

公 司所生产的 S t rukt o l加 工助剂 消耗
。

在天然橡胶 /顺丁橡胶并用体系中加人

是国际上规格品种最多
、

历史最悠久 的产品
。

0 4MS
,

可大大改善胶料的混炼效果
、

包辊性

德国拜耳公司莱茵子公司也生产类似产品
。

能和挤出性能
,

提高挤出速度 1一 2 倍
。

由于

近年来
,

我 国在子午线轮胎生产用原材料国 这类均匀剂并不会破坏高分子的链结构
,

故

产化工作中有不少类似产品已被开发和应 对胶料的主要性能无不利影响
。

用
,

如增塑 剂 A
、

增粘树脂
、

防焦剂 C T P
、

塑 目前
,

国内对橡胶加工助剂的开发应用

解剂
、

脱模剂等
。

随着高速密炼机及高温硫化 认识不够
,

特别是橡胶加工企业必须充分认

机等技术装备的采用
,

分散剂
、

均匀剂和抗硫 识到橡胶加工助剂对本企业的发展
、

提高经

化返原剂等助剂新产 品可望获得广泛的应 济效益的巨大潜力
,

反过来也会促进和推动

用
。

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类助剂的作用
。

助剂行业的发展
。

( 1) 抗硫化返原剂 Z
一

31 1 系列
。

该产品系 2
.

3 发展橡胶助剂的造粒和复配技术

我院根据子午线轮胎高温硫化技术需要而开 国外橡胶助剂产品几乎都是以不同方式

发的新产品
,

属脂肪酸锌盐类
。

它在胎面和胎 造粒的产品
,

我国虽然早就提出这个问题
,

但

侧胶料中配用 2 份左右
,

即能取得明显的抗 始终没有普遍解决
,

这对改善橡胶加工性能
、

硫化返原特性
,

过硫化强度保持率提高 1 倍 改善环境污染
、

提高配方的准确性和产品出

以上
,

并可使胶料生 热降低 15 ℃ 以上
,

效果 口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

因此
, “

九五
”

期间应

十分显著
,

目前已在荣成橡胶厂和其它轮胎 采取措施
,

使助剂造粒技术有所突破
。

厂中试用
。

助剂的复配对改善加工工艺
、

提高生产

( 2) 均匀剂 St ur k ot l 6 0N S 和 4OM S
。

它 效率
、

发展助剂产品的协同效应等方面都有

们分别是几种浅色脂肪族树脂和不同分子量 重要意义
。

我国在子午线轮胎配套原材料中

的脂肪烃
、

环烷烃和芳香烃的混合物
。

这类均 也 引进 一 些 助 剂 复 配 产 品
,

如 粘 合 剂

匀剂的使用对改善粘度和极性差异较大的弹 H M M M
、

偶联剂 Si
一

69 复合物
、

S P 与白炭黑

性体的并用体系有着显著的效果
。

如丁睛橡 复合物等等
。

展望未来
,

助剂的复配技术必然

胶 /三元 乙丙橡胶 的并用体系中加人 5 份 会受到橡胶加工行业的普遍欢迎
。

6ON S
,

可 有效地降低并用 体系的粘度
,

用

Br ba en de
r
仪混炼时

,

达到转矩平衡时间可 1 9 9 4 年全国轮胎技术研讨会论文

缩短 1 倍
,

并可大大降低混炼过程中的功率
~ ~

一~
八

~ ~ ~ ~
、

~ 袜~
护…~ ~ ~ ~ ~ ~

八

~ ~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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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体系及交联助剂
,

可以提高 E P D M 的耐热

性能
,

从而达到在高温下应用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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