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期 吴道虎等
.

硫化体系选择的一种新评价方法

硫化体系选择的一种新评价方法

吴道虎 陈 宇
(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区 1 32 #

信箱

李玉华
(湖北宜昌 5 50 招

信箱 10 2 室

1 50 0 4 0 )

4 4 30 0 3)

摘要 硫化体系可以看作是一翰入输出系统
,

输入 x 为某一硫化剂或琉化助剂的用量
,

翰出 y 为橡

胶某一性能值
.

通过正交试验和正交分析得到的 x 对 y 的线性回归方程组
,

二, 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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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硫化体系才合理
。

关健词 硫化体系
,

硫化休系稳定性
,

硫化体系灵敏度

一般而言
,

硫化体系的选择依据是
:

适合

工艺要求的焦烧时间
、

适当的硫化速度和适

合产品性能要求的硫化平坦期
,

而要达到这

些要求
,

就必须合理地选择硫化体系中的硫

化剂及硫化助剂的品种和用量
。

其选择的方

法有多种
,

本文介绍一种以数学理论
、

自控原

理为基础的较为综合的新型选择评价方法
。

1 数学模型
、

理论 l[j 与控制原理 z[, 3 3

在图 1所示的输人输出系统中
,
x 为输

人
,

y 为输出
。

对于橡胶配方而言
,

硫化体系

也可看作是一个系统
,

其中 x 可以看作是某

一硫化剂或硫化助剂的用量
,

y 看作是橡胶

某一性能值
,

根据硫化体系的选择原则要求
:

x 若有一定的变化 (公 )
,
y 也应有一定的变

化 (匀 )与之相应
。

若 y 的变化勿 太大
,

表明

硫化体系的作用太强
,

在实际生产中该体系

常会因称量误差而致使硫化胶的某些性能有

很大变化
,

即导致成品性能不稳定
,

这种状况

是不可取的
;
若 y 的变化匀 太小

,

表明硫化

体系的作用很弱
,

虽然硫化胶性能很稳定
,

但

今「蕊霖}羊
下之一!— - 一」一亡~

圈 】 系统的输入输出图

硫化体系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

且需要较

大的用量
,

这是很不经济的
。

因此要求 x 变

化时
,
y 应有一适度的变化与之相应

。

对一配方的硫化体系
,
x ,

表示某一配合

剂用量
,
y

,

表示橡胶某一性能值
,

通过正交试

验和正交分析
,

可得一组线性回归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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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 )l 数值计算时
,

此方程组算法必须是稳

定的
,

即当初始误差与舍人误差相当小时
,

由

该算法所得的计算结果的误差也足够小
。

若

非如此
,

则该算法是不稳定的
,

表明所选用的

硫化体系不太合理
,

应重新选择
。

( 2) 计算结果 对初始数据的变化不应太

敏感
,

即初始数据微小的变化
,

只会引起计算

结果的微小变化
,

此状态为良态
。

反之
,

如果

初始数据的微小变化能引起计算结果很大变

化或几乎不变化
,

此状态为病态
,

则此硫化体

系不宜选择
。

若上述两个要求同时满足
,

则说明橡胶

的性能不会因为某一种配合剂称量时所产生

的微小变化而有很大的差异
,

这种硫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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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就是合理的
。

假如 y ~2 8x ,
十 32 x 2

为某一硫化体系的

线性回归方程
,

则取值变化情况如表 1 所示
。

从表 1 看 出
,

输人 x 有一微小变化 ( 0
.

1 份 )
,

输出 y 就有一很大变化 ( .4 5%或 5
.

1写 )
,

在

自动控制系统中
,

这一输人输出线性方程为

病态方程
,

在系统稳定性中应摒弃此现象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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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表 l 输入输出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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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乙丙橡胶绝缘配方 中
,

选择过氧化二 y 3
一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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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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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苯 Ix : p x(
1
) 为硫化剂

,

N
,

N ` 一

间亚苯基 其取值变化情况见表 2一 4
。

从表 2一 4 可以

双马来酞亚胺 H v A
一

2 ( 二
2
)和三烯丙基三 聚 看出

,

某一种配合剂在称量时有 .0 1 份的称

异氰酸醋 T A CI x(
3
) 为硫化助剂

,
y ,

表示绝 量误差 (实际的称量误差要小得多 )
,

其性能

缘拉伸强度 (M Pa )
,
y 。

表示绝缘 电阻值 ( X 变化最大不超过 1
.

4%
,

说明该硫化体系比

10sl n
· c m )

,
y 3

表示热老化 系数
,

通过正交 较稳定
。

从实际生产上考查 .4[ 门
,

该硫化体系

试验及正交分析得一组线性 回归方程
:

也是合理的
。

表 2 输入输出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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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输出 y 的相对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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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输出 y 对于输入 x 的相对变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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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评价

上面 已讨论了运用数学理论
、

自动控制

原理如何选择较为合理的硫化体系的方法
。

但是在实践中
,

到底如何评判呢?

图 2 为橡胶某一性能值与某一配合剂用

量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图解
, a
为直线 的倾

角
。

若 t ga 很小
,

即在 I 区
,

表明输人 x
,

有一

定变化时
,
y

,

的变化很缓慢
,

对硫化体系而

言
,

其作用较弱
;
若 t ga 很大

,

即在 l 区
,

表 明

输人 x
,

有一定变化时
,
y

,

的变化很快
,

对硫

化体系而言
,

其作用较强
,

在实际生产中会导

致加工工艺很难控制
,

且 对硫化胶的性能有

较大影响
。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及分析
,

我们推

荐 t g a
为

`

了万 / 3一勺万
,

即 。
为 3 0一 6 0

。

较为

合适 (图 2 中 I 区 )
。

从线性回归方程组 ( 1) 考

察
,

即要求 x
,

系数的
。 ,

b
, 。 … 之值在习

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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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线性回归方程图解

一丫万 之间
,

即 ( a , ,

占
; , ` ;

… ) 任 ( 0
.

5 7 2
.

8 )
,

这一点从线性回归方程组 ( 2) 也得到了证实
:

x `

的系数均在此范围内
,

橡胶性能较为稳定
,

称量误差引起的性能差异也很小
,

并且工艺

也易于控制
。

当然
,

在配方中有些特殊 问题需要特殊

处理
,

不能一概而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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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中国橡胶技术讨论会

在桂林召开

由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和化工

部 技术经济委员会橡塑专业组联合举 办的
“ ’ 9 5 中国橡胶技术讨论会

”
于 1 9 9 5 年 9 月

19 一 22 日在桂林召开
。

这次会议人选论文 69

篇
,

会议代表 1 20 多人
。

这次技术讨论会是
`

92 北京国际橡胶会

议 以来
,

参加人数比较多
、

学术层次比较高的

一次综合性学术报告会
。

学术报告既有基础

理论研究
,

也有材料开发和应用的新成果
。

轮

胎配方
、

工艺和结构设计方面的论文 占有一

定比例
。

橡胶助剂
,

特别是橡胶加工助剂的开

发和应用
,

仍然是交流的热点
。

会上还就异戊

橡胶开发可行性和合成橡胶需求及合理 比例

两个课题进行 了专题讨论
。

会议闭幕时
,

橡胶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联橡胶总公司副总

经理鞠洪振
,

还就橡胶行业的形势
,

特别是子

午线轮胎的发展
,

作了专题发言
。

这次技术讨论会上
,

荷兰阿克苏公司介

绍 了芳纶在轮胎中的应用前景
,

台湾南帝化

工公司介绍 了丁睛橡胶等的应用
,

美国耀星

公司
、

青岛昂记公司作了橡胶加工助剂方面

的应用介绍
。

国内一些原材料
、

机械公司和生

产厂作 了产品介绍
。

(棣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

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举行

四届二次 (扩大 )会议

在
`

95 中国橡胶技术讨论会期间
,

召开

了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 四届二次

(扩大 )会议
。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26 人
。

会议

由主任委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贾德 民主持
,

主任委员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

吕百龄作 了题为
“

适应新形势
、

开拓新局面
”

的工作报告
。

报告简要 回顾了兴城换届两年

来的工作
,

并就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等问题

简述了意见
。

出席会议的委员就每年集中力

量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橡胶技术讨论会取得一

致的意见
。

(橡胶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