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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日本橡胶新闻社的邀请 ,由中联橡胶

总公司及国内橡胶制品生产企业的有关领导

和专家组成的访日代表团一行 17人于 1996

年 8月 26 日至 9月 5日对日本的橡胶制品

厂进行了参观访问 。代表团成员就新材料 、

新工艺和新装备等与日本企业界进行了广泛

的技术交流 ,对日本的轮胎 、胶管 、胶带 、汽车

用各种管材及工程塑料制品等生产企业的先

进生产技术 、现代化的管理和科研设施等方

面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将有关情况介

绍如下。

1　日本输送带生产技术

日本的输送带生产企业所具有的共同特

点是:(1)设备先进 ,自动化程度高;(2)重视

科研开发 ,测试手段齐全;(3)产品质量优良 ,

有市场竞争力。

日本的输送带生产企业一般采用螺杆挤

出机和密炼机进行混炼。压延采用冷喂料挤

出机供料 ,一次双面贴合 。成型采用全自动

张力自动贴合生产线 。硫化时除了钢丝绳输

送带的硫化机为引进德国设备外 ,其余全部

采用鼓式硫化机 。

由于日本的生产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相

应的生产工艺流程也比较简单 ,与国内相比 ,

混炼胶加工无需粗炼 、细炼和单独成型 ,而且

可同时进行贴合 ,成型和硫化 。硫化后产品

不直接入库 ,而是对所有的产品用专用设备

逐条进行检测和修理 。

日本除生产一般钢丝绳芯和强壮物芯输

送带外 ,还开发了搬运带 、挡边花纹带 、高倾

角树脂带 、可弯曲树脂输送带 、筒状输送带等

特种规格的输送带 。其产品具有结构简单 、

张力大 、带体轻 、便于安装搬运等特点。分层

带多采用 2 ～ 3层结构 ,轻型带多采用强力尼

龙或聚酯纤维强力层 ,外涂一定色泽的 PVC

或 PU 。

2　日本棉芯编织包 TPX胶管生产技术

在日本 ,原先大多数胶管生产均采用包

铅硫化 ,由于铅的毒性较大 ,污染环境 ,因而

于 80年代开始研制一种替代铅的原料 DX-

324甲基戊烯(TPX)。TPX系一种热塑性弹

性体 ,加热可熔融 ,无毒 ,无污染。包覆胶管 ,

在硫化后可重复使用。日本东海橡胶厂的棉

线编织胶管生产工艺如下:

软芯→涂脱模剂→内胶挤出→编织→外

胶挤出→涂脱模剂→包 TPX(三井公司产

品)→硫化→剥 TPX→抽芯→产品入库 。

3　日本企业基础科研情况

日本所有企业都设有科研机构 ,对原材

料进厂检验 、制品生产及售后产品使用寿命

等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企业还投入巨资购

置测试设备和模拟设备 ,从基础研究到生产

出产品的动态模拟试验全过程都在实验室完

成。例如 ,日本横滨研究所购置的仪器有:

(1)固体表面分析仪 。该仪器用于分析

钢丝断裂破坏的原因以及钢丝与橡胶剥离的

原因 ,以便研究提高钢丝与橡胶粘合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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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

(2)炭黑分散度测定仪 。该仪器用于分

析炭黑混炼时的分散程度及其对胶料性能的

影响 ,以便调整混炼工艺 。

(3)EPMA 电子放大镜 。该放大镜可将

金属骨架材料放大 50 ～ 20 000倍 ,用以分析

骨架材料结构损坏的原因等。

日本东海橡胶厂也十分重视科研投入 ,

其中汽车噪声减震实验室隔音壁的投资就达

到相当于人民币 1亿元。东海和歌山工厂有

120名员工 ,工程技术人员共 70 名 ,占全体

员工的 58%,他们研究开发的等离子粘合和

核磁共振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 。

4　对我国橡胶制品厂的几点建议

(1)采用包铅技术生产胶管的企业 ,可考

虑引进包 TPX 的生产线和生产技术或引进

TPX原料进行试验 ,以从根本上解决铅污染

问题 。

(2)各种橡胶制品流胶孔可设计在制品

的侧面或花纹沟槽内 ,去除去毛边工艺 ,以提

高制品外观质量。

(3)扩大对特种胶带如聚氨酯绳筛网带 、

螺旋树脂输送带等轻型输送带的生产与研

制。

(4)变产品抽检为逐个检验 ,以确保产品

质量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5)学习日本橡胶制品企业先进的生产

管理方式 ,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效

率。
收稿日期　1997-03-17

炭黑市场需求增加

　　由于下游产业的迅速发展 ,炭黑市场需

求将随之增加。估计到 2000年 ,国内炭黑总

需求量将达到 64.6万 t。轮胎业是炭黑需求

大户 ,约 60%的炭黑用于汽车轮胎 。其中 ,

子午线轮胎的炭黑用量约占 10%,而子午线

轮胎增长速度很快 ,其占轮胎总产量的比例

将由目前的 15%提高到 2000年的 35%。因

此 ,为子午线轮胎配套用的专用炭黑的需求

将有较大增长 。摩托车轮胎的产量到 2000

年将增加到 3 350万条以上 ,炭黑需求量将

增至 3万 t 。

(摘自《中国化工报》 , 1997-06-24)

Aquatred出现竞争对手

美国《橡胶和塑料新闻》1997年 3 月 24

日 4页报道:

普利司通-费尔斯通推出的 FT70c高级

全天候子午线轮胎进入了耐湿滑轮胎市场 ,

试图与固特异的 Aquatred 直接竞争。普利

司通-费尔斯通设计 FT70c 时采用了 UNI-T

技术。该技术综合了材料 、设计和结构方面

的新技术 ,创造出了目前最先进的轮胎。这

种轮胎用计算机设计 ,优化了轮胎胎面花纹 、

胎体形状 、原材料和结构 ,使高级全天候轮胎

的开发获得了重大突破 。UNI-T 是“智能轮

胎技术最优网络”的缩写 ,它是普利司通在日

本进行的 8年多研究活动的成果。两年前该

公司把这项技术带到美国的阿克隆技术中

心 ,在该中心研制出 FT70c 。

FT70c有若干与标准轮胎不同的特点 。

首先 ,该公司将胎面炭黑的分子结构由群集

体变为长丝。长丝改善了胎面的抓着性和耐

磨性 。此外 ,较宽的胎面花纹沟有助于排水 ,

改善了湿路面上的操纵性能。胎面花纹中有

独特的锁眼刀槽花纹 ,这种刀槽花纹是泪珠

形的 ,会随着轮胎的磨损变大 ,从而保证了轮

胎使用寿命期内的稳定性 。

普利斯通-费尔斯通推出 FT70c主要是

针对固特异的 Aquatred。但是固特异并未计

划针对这一新的竞争对手采取任何异常行

动。固特异发言人说 ,他们期待着竞争 ,而令

他们惊奇地是竞争对手出现得太晚了。

(涂学忠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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