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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察了均匀剂 s tr
u k tol 40 Ms F 和 M40 对子午线轮胎气密层胶料硫化特性

、

物理机械性能

和加工工艺性能的影响
。

试验结果表明
,

对于使用 cl lR / N R 并用胶的子午线轮胎气密层胶料
,

M 40 和

4 o M S F 是两种性能优异的均匀剂
。

M 40 用量为 4一 7 份时
,

胶料的综合性能最佳
; 而 40 M S F 在 cl lR 含

量较高的 lC lR / N R 并用胶中作用更为明显
,

其用量一般为 4一 7 份
,

同时应减少操作油的用量
。

使用均

匀剂可提高胶料的焦烧安全性
、

自粘性及炭黑在胶料中的分散性
。

关健词 均匀剂
,

子午线轮胎
,

气密层胶料

近年来
,

随着我国子午线轮胎和高速公

路的发展
,

汽车行驶速度提高
,

子午线轮胎气

密层的配方设计及制造工艺越来越受到重

视
。

由于子午线轮胎中大量使用了卤化丁基

橡胶
,

使胶料存在着焦烧安全性差
、

自粘性差

和炭黑分散性差的缺点
。

据文献 lj[ 记载
,

使用

均匀剂可对这些性能有较大改进
,

即可在保

证气密性的同时
,

改善胶料物理机械性能
、

加

工安全性和其它工艺性能
。

本文介绍了均匀

剂 S t r u k t o l 4 o M S F 和 M 4 o 在子午线轮胎气

密层胶料中的应用
。

和脂肪酸
,

是混合物
。

tS ur kt ol 40 M S F 系由

德国 S e h i l l a n d S e i l a e h e r H a m b u r g 公 司提

供
,

主要成分为脂肪烃
、

环烷烃及芳香烃树

脂
。

两种均匀剂的主要性能指标如表 1所示
。

氯化丁基橡胶 ( lC l R )为埃克森公司产品
,

牌

号为 1 0 6 8
。

天然橡胶 (N R )为马来西亚 2
”

烟

片胶
。

其余材料均为橡胶工业常用原材料
。

基

本配方如表 2 所示
。

1 实验

1
.

1 原材料及配方

所用均匀剂 M 40 是由台湾首立公司提

供的样品
,

主要成分为金属皂类
、

高沸点醇类

L Z 胶料制备

胶料制备在 6 英寸开炼机和 Br ab en de
r

微型 密炼机 上进行
,

其 中均匀剂 M 40 或

4 o M S F 与生胶一起加人密炼机中
。

4 o M S F

开炼机混炼工艺如表 3 所示
,

M 40 开炼机混

炼工艺基本规律与 4 OM S F 相同
。

两种均匀

剂的 B ar be
n d er 密炼机混炼工艺条件见表 4

。

表 1 均匀剂 M 40 及 40 M S F 的主要性能

S t r u k t o l 4 0M S F

性 能
指标 实测结果 指标 实测结果

粉红色颖粒 棕黑色粒状

1
.

1

棕黑色粒状

n工
LJ户O匕dóU

.几b11nU

外观

密度
,

M g
·

m 一 3

松密度
, g

·

L 一 `

软化点
, ℃

灰分
,

%

贮存稳定性
,

年

5 8 一 1 0 0

.

25 一 0
.

5

一 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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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无内胎子午线轮胎气密层

胶料基本配方 份

配方编号

P R7
一

1

P R7一
3

P R7一 4

P R7
一

5

P R7一
9

P R7一 1 1

PR7一 1 2

PR7一 1 3

PR7
一

20

PR7
一

21

PR7一

2 2

P R7一
23

PR7
一

24

PR7
一

5 2

P R7
一

6 2

P R7
一

27

Cl l R/ N RM 40 40 M S F

0 3/ 70

0 3/ 70

0 3/ 70

0 3/ 0 7

0 7/ 0 3

70/ 30

0 7/ 0 3

70/ 30

30/ 70

30/ 0 7

0 3/ 70

30/ 0 7

0 7/ 30

0 7/ 0 3

0 7/ 30

70/ 30

混炼时各段的排胶温度要严格控制
。

一段排

胶温度低于 1 0 2℃
,

二段低于 95 亡
。

1
.

3 试验方法

胶料的物理机械性能测试均按照国家标

准进行
;
硫化特性采用孟山都 1 0 05 型流变仪

测试
,

胶料中炭黑分散特性采用光学显微镜

进行观察和照相
;
混炼功率及转矩的测定在

B ar b e n d er 密炼机上进行
,

自粘性试验用 T

型 剥离试片进行
,

试验结果按 G B 53 2 一 82

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

并求出 3 个试片

的剥离力闭
。

注
:

氧化锌 3
.

5 ;
加工油 6 ;

炭黑 55 ;
其它 6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两种均匀剂对胶料物理性能的影响

对于不同并用 比例的 lC lR / N R 胶料
,

M 40 和 40 M S F 对物理机械性能的影响不尽

表 3 6 英寸炼胶机混炼工艺

配方编号
生胶+ 均匀剂 小料 油+ 炭黑 硫化体系

累计时间
,

m in

.亡JUJ工̀口.一匕哎é亡」
,口111
1
毛

11丫1,11孟11IJP R 7
一
2 0

P R 7一 2 1

P R 7
一

2 2

P R 7
一
2 3

P R 7一 24

P R 7一 2 5

P R 7一 2 6

P R 7一 27

表 4 B ar be n
de

r

密炼机混炼工艺条件

加料顺序 空转时间 加压时间 累计时间

r n l n n l l D
_

】1 l l D

一段混炼

生胶 + 均匀剂 。
.

5 1 1
.

5

小药十炭黑 一 2 3
.

5

油 一 2 5
.

5

排胶 一 1 6
·

5

二段混炼

母胶 0
.

5 0
.

5 1

硫化体系 一 2
.

5 .3 5

排胶 一 1 .4 5

注
:

一段混炼温度为 90 ℃ ,

转速为 8 0r
·

m in 一 ’ ,

一段母

胶停放 h8 以上
,

再进行二段混炼
。

相同
,

如表 5 和 6 所示
。

从表 5 和 6 可 以看

出
,

当 C H R / N R 的比例为 3 0 / 7 0 时
,

无论是

M 4 o 还是 4 o M s F ( 4一 2 0 份 )均对胶料拉伸

强度影响很小
,

M 40 对定伸应力也无影响
,

而 40 M S F 则导致定伸应力明显下降
,

因此

在必要时为了保持定伸应力
,

在加人 4 0M S F

的胶料中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或减少相应的用

量
。

当 C l l R / N R 的比例为 7 0 / 3 0 时
,

加人 4

份 M 40 或 4 o M S F 对胶料拉伸强度无影响
,

而 用量增至 7 份时则拉伸强度稍有下 降
。

M 40 或 4 0M s F 对定伸应力的影响趋势也同

上
。

此外随着均匀剂 的加人
,

胶料永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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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均匀剂 M 4 0对胶料性能的影晌

性
配 方 编 号

幽月 宁 侣枯 己能
P R 7

一
1 P R 7

一
3 PR 7

一
4 P R 7

一
5 P R 7

一
9P R 7

一
1 1 P R 7

一
12 P R 7

一
1 3

混炼胶性能

密度
,

M g
·

m 一 3

材乙 ( 1 + 4 ) 1 0 0℃

t s ( 12 0 ,C )
,

m in

流变仪数据 ( 1 50 ℃ )

材 H ,

N
.

m

材 L ,

N
.

m

t 10 ,

m l n

t , o 一 m一n

硫化胶性能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扯断伸长率
,

环

拉伸强度
,

M aP

30 0%定伸应力
,

M aP

扯断永久变形
,

%

回弹值
,

%

1 0 0 ,C x 4 8h 老化后

老化系数

撕裂强度
,

k N
·

m 一 ’

1
.

1 3

5 5
.

2

2 2
.

7

1
.

13

5 6
.

1

2 4
.

3

1
.

1 3

5 5
.

7

2 6
.

7

l
。

1 3

5 5
.

1

2 6
。

2

1
.

15

6 6
.

7

1 7
.

9

1
.

13

6 2
.

7

1 9
。

5

l 5

6 4
.

2

2 0
.

4

1
.

1 5

5 8
.

1

2 2
.

6

2 5
.

8

丫
2 5

。

0

5 0 5
.

9

2 3
.

8

5
。

7

5
.

2

1 0
.

0

节
’

:
2 2

.

9

7
.

7

23
.

8

8
.

0

4
.

5 4
.

8 5
.

4 4
.

5 4
.

5 5
.

0

1 0 9
.

5 1 1
.

0 28
.

5
,

3 7
.

0 3 6
.

5

2 1
。

2

6
.

7

5
。

5

3 6
。

5

2ll5

5 8

4 6 8

14
.

3

8
.

1

l 9

3 6

58

4 56

13
.

9

8
.

7

23

37

5 7

4 5 2

1 2
.

6

8
.

0

2 2

3 8

5 6

4 5 6

1 3
.

3

8
.

2

2 0

3 9

5 8

4 92

1 1
.

3

6
.

9

2 3

l 9

5 8

4 7 6

1 1
.

0

7
.

0

18

2 0

狱
`

』

5 7

5 1 2

1 1
。

2

6
。

6

1 8

2 0

0
.

4 8 0

3 2
.

6

0
.

5 98

3 1
.

4

0
.

5 5 1

3 0
.

8

0
.

4 1 2

3 0
.

6

0
.

5 0 9

3 6
.

4

0
.

6 2 4

3 6
.

4

0
,

6 6 6

3 5
.

1

0
。

5 4 4

3 5
.

2

注
:

胶料硫化条件
:
PR 7

一
1

,

P R 7
一
3一P R 7

一
s 为 1 5 1℃ X 1 5 m in ; P R 7

一
9

,

P R 7
一
1 1一 P R 7一 13 为 1 5 1 ,C x 4 o m in

。

表 ` 均匀荆 4 0M s F 对胶料性能的影晌

, ` 配 方 编 号
性 能

P R 7
一
2 0 P R 7

一
2 1 P R 7

一
2 2 P R 7

一
2 3 PR 7一 2 4 P R 7

一
2 5 P R 7一 2 6 P R 7

一
2 7

棍炼胶性能

密度
,

M g
·

m 一 3

M乙 ( 1+ 4 ) 1 0 0℃

t s ( 1 20℃ )
,

m in

流变仪数据 ( 1 50 ℃ )

1
.

1 3

6 0
。

6

14
.

2

1 3

5 5
。

6

1 2
。

4

1
.

1 3

5 3
。

5

1 3
.

3

1
.

1 3

5 4
.

2

1 7
。

1

1
。

1 3

70
。

4

1 1
.

0

1
.

13

6 4
.

1

1 2
。

0

1
。

13

6 2
.

7

1 3
.

5

1
.

13

6 1
。

2

1 3
。

0

2 5
.

9 2 3
.

0

5
.

7 6
。

0 劣
27.6

,

N
·

m

,

N
·

m

n 】I n 3
.

9 3
。

2 3
.

6 4
.

0

场从l0t,

t, o ,

m 一n

硫化胶性能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扯断伸长率
,

肠

拉伸强度
,

M aP

3 0 0 %定伸应力
,

M P a

扯断永久变形
,

%

回弹值
,

%

1 0 0℃ x 48 h 老化后

老化系数

撕裂强度
,

kN
·

m 一 `

8
.

4 8
.

4

2 4
。

3

5
。

9

3
。

4

8
.

0 9
.

2

2 1
.

7

6
,

7

4
.

0

3 4
。

5 3 6
.

5

6 0

48 0

14
.

3

8
.

2

2 2

3 6

14
.

3

5
。

6

35l8

5 8

60 0

1 3
.

6

5
.

0

2 7

3 1

5 5

6 1 8

1 3
.

5

4
.

4

3 0

3 1

5 9

5 04

1 2
。

6

7
.

4

l 8

2 0

58

58 0

1 2
.

1

5
.

9

2 5

1 9

55

68 0

1 2
.

9

4
.

7

3 l

l 9

丫
.

』
3229

0
、

4 5 3

3 1
.

6

0
.

4 9 5

5 2
.

3

0 5 95

3 6
.

1

0
、

6 4 5

4 2
.

8

0 58 5

3 6 3

0
、

6 1 5

3 8
.

5

0
,

6 18

4 0
.

5

0 5 8 1

4 0
.

6

注
:

胶料硫化条件
:
p R 7

一
2 0一P R 7

一
2 3 为 1 5 1℃ X 1 5m i n ; P R 7

一
2 4一P R 7一 2 7 为 15 1℃ X 4 0 m in

·

形稍有增大
,

老化性能有所改善
,

其它性能无

明显变化
。

从表 5 和 6 还可看出
,

40 M s F 对

定伸应力的影响比 M 40 大
,

这可能与 M 40

分子链中金属离子在硫化反应中的活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