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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氯丁橡胶2442性能的影响因素。密炼工艺方面包括密炼温度、混炼时间和转子转速；开炼工艺方面包括

硫化体系中各小料的添加顺序及辊筒转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采用适宜条件的烘箱加热处理和60 min的硫化时间有利于

提高胶料的物理性能；焦烧时间远大于放置试样时间时更能保证硫化胶与异质材料的粘合质量；白炭黑以辅助补强材料

存在有利于调节硫化速率和粘合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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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丁橡胶（CR）是由氯丁二烯经过聚合而得到

的合成橡胶，因具有优良的耐老化、耐油、耐腐蚀等

性能[1-6]而得到广泛的应用，如海洋环境用电缆、深

海环境大深度水密接插件、粘合剂配方、耐油耐高

温的密封件以及输油管道中的耐腐蚀件等[7-13]。

CR2442硫化胶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能够应用于

多种场合，但是由于CR2442在密炼、开炼以及硫化

过程中的工艺不易掌握，因此有时制备的硫化胶物

理性能不佳，影响其生产及应用。本研究主要对

CR2442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适

合CR2442的加工工艺，为CR2442的研究工作者提

供参考[14-17]。

1　 工艺参数对混炼胶和硫化胶制备的影响

1. 1　密炼机混炼工艺

CR2442对 混 炼 工 艺 的 要 求 很 高。 在 制 备

CR2442混炼胶时，密炼机的初始温度、混炼时间和

转子转速对排胶温度都有很大影响。排胶温度是

衡量混炼工艺的一个重要参数，CR2442的最佳排

胶温度为110 ℃。排胶温度过高容易造成胶料早

期硫化，在硫化过程中胶料流动性变差，进而产生

一些不良后果。在胶料混炼过程中，密炼机腔室

内的温度过高时，为了减少胶料的焦烧现象，一般

采用提压砣降温的方法。提压砣虽然能够起到降

低混炼胶温度的作用，但该方法容易产生以下问

题：（1）提压砣时，一部分胶料会随着提压砣通道

向上爬，这部分混炼胶无法得到混炼，进而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小料在其中的分散程度；（2）提压

砣后，单位体积的混炼胶减少，胶料不能受到转子

的充分剪切。因此提压砣降低胶料温度的方法治

标不治本。通过延长混炼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提高小料在胶料中的分散性，但随着混炼时间的

延长，胶料温度将会升高，当混炼工艺和混炼时间

确定时，为了得到满足要求的排胶温度，通常采用

降低密炼机的初始温度或者转子转速的方法。降

低密炼机初始温度可能导致一些小料达不到融化

温度，在与生胶共混时以颗粒状存在，严重影响硫

化胶的物理性能；降低转子转速后胶料所受的剪

切力下降，导致混炼不充分；延长混炼时间有可能

导致胶料过炼。

混 炼 过 程 中 各 种 材 料 的 添 加 顺 序 同 样 重

要。CR2442在混炼过程中物料的正确添加方式

为：CR2442与小料同时加入→加炭黑→依次加

入白炭黑和操作油。在制备单一CR2442混炼胶

时，CR2442无需塑炼，以避免过炼；加炭黑混炼

一段时间后再加入白炭黑和操作油，因为在补强

体系中炭黑的用量较大，先加入炭黑有利于其充

分混合，依次加入白炭黑和操作油是由于白炭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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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分散而操作油容易分散，利用操作油吸附

白炭黑可改善白炭黑在混炼胶中的分散。

确定CR2442混炼工艺时，需要综合考虑各因

素的影响。采用上海科创橡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的XSM-500型密炼机，设定温度为70 ℃、转

子转速为70 r·min-1、混炼时间为5 min时，得到的

CR2442混炼胶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

1. 2　 开炼机混炼工艺

密炼机制备的混炼胶停放冷却后在开炼机

上添加硫化体系。硫化体系包括硫化剂和促进

剂，正确的添加方式应为先添加促进剂、后添加

硫化剂，目的是防止过早加入硫化剂后，随着开

炼机的剪切挤压作用，辊筒温度升高，胶料产生

焦烧现象[18-21]。

在开炼机上向混炼胶中添加硫化体系，一般

要求辊筒上方有堆积胶出现，其目的是能够在左

右割刀的过程中使硫化体系在胶料中更好地混

合。随着开炼机的剪切挤压作用，辊温会有明显

的升高，为了防止胶料出现焦烧现象，一般会停

机，待胶料温度降低后再进行操作。但在停机过

程中发现，处于辊筒上的胶料温度下降很快，主要

是由于该部分胶料与辊筒接触面积大，热量散失

快，而两辊筒之间的堆积胶温度极高，且由于接触

面积较小，热量难以散去。若停机后让胶料自行

冷却，会导致堆积胶散热时间长且容易产生焦烧

现象，不但胶料性能降低而且影响工作效率。因

此，当胶料温度过高时应将胶料裁断，将其拉出后

冷却，待胶料完全冷却后再进行开炼。

1. 3　 硫化工艺

在开炼机上添加硫化体系后，胶料冷却放置

16～24 h后进行硫化。由于CR2442混炼胶在低温

下容易结晶，结晶后的混炼胶硬度很大，无法采样

进行无转子硫化仪测试、门尼粘度测试和硫化。

一般情况下需要在烘箱中进行间接加热处理。烘

箱温度过高时会，使混炼胶早期硫化，影响无转子

硫化仪和门尼粘度的测试结果，同时对混炼胶的

硫化以及与异质材料的粘合产生不良影响；烘箱

温度过低时，不能对混炼胶起到软化作用而且会

降低生产效率。经过大量试验，得到适宜的烘箱

温度为50 ℃、时间为5～8 min[22]。

在对胶料进行无转子硫化仪测试时，天然橡

胶通过t10和1.3t90来判定焦烧时间和硫化时间。

对于CR2442，可以通过t10来确定焦烧时间，但由

于CR2442的硫化曲线没有明显的平坦期，通过

1.3t90不 确 切。 将CR2442硫 化 时 间 分 别 设 定 为

30，40，50，60，70和80 min，经 过 多 次 试 验 后 发

现，硫化时间为60 min时硫化胶的拉伸强度和拉

断伸长率最大，因此确定CR2442的最佳硫化时

间为60 min。

1. 4　粘合操作

在混炼胶与黄铜的粘合过程中，首先将胶料

剪成与模具长宽相等的片状，待模具预热完成后

将剪好的胶片放入模具腔内。由于模具是经过

加热处理的，放置速度过慢会引起胶料的早期硫

化，降低胶料的流动性，使粘合不充分，进而使粘

合力减小。因此应控制焦烧时间远大于胶片的

放置时间。

2　 硫化体系、补强体系和粘合体系的影响

2. 1　硫化体系

选择CR2442的硫化体系时，要考虑其自身性

质和使用场合等因素的影响。通常CR采用金属氧

化物作为主硫化剂，普通硫黄作为辅助硫化剂。

金属氧化物能够与1，2-结构的烯丙基氯反应，生

成醚类交联键，通过硫化体系中各物质的最佳配

比降低CR2442中不稳定氯的含量，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改善硫化胶的物理性能。当采用氧化锌、氧

化镁和普通硫黄作为硫化体系时，固定氧化镁和

普通硫黄的用量，随着氧化锌用量的减小，硫化胶

的拉伸强度减小；减小氧化镁的用量，硫化胶的

拉伸强度同样呈减小趋势；而减小硫黄和促进剂

DM用量，硫化胶的拉伸强度呈增大趋势。因此

CR2442采用单一的氧化锌和氧化镁作为硫化体系

得到的硫化胶物理性能明显低于氧化锌、氧化镁、

硫黄和促进剂DM体系硫化胶的物理性能。

2. 2　补强体系

CR2442的补强体系往往以炭黑为主、白炭黑

为辅。CR2442的排胶温度一般为110 ℃，而白炭

黑在150 ℃下与硅烷偶联剂发生硅烷偶联反应，由

于排胶温度达不到白炭黑与硅烷偶联剂的反应温

度，因此白炭黑在CR2442中只能以次要补强剂存

在。软质类和细粒子的炭黑有助于补强，胶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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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尼粘度、拉伸强度和吸水增重率与炭黑的用量

有很大关系。选择炭黑N550时，炭黑用量过小不

利于补强，过大会降低炭黑在CR2442中的分散性，

而且炭黑N550用量增大后胶料的门尼粘度和吸水

增重率也会增大，当炭黑N550用量为30份时能够

得到综合性能较好的胶料；白炭黑在CR2442中以

次要补强剂存在，但适量的白炭黑能够调节胶料

的硫化速率和粘合反应速率，而且能够增强胶料

的耐水性能，其主要原因在于白炭黑吸收水分后，

水分子和白炭黑以键合的形式存在，减小了水环

境对胶料性能的影响[23-26]。

2. 3　粘合体系

橡胶作为单一材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

求，往 往 需 要 将 橡 胶 与 金 属 进 行 粘 合 来 扩 大 其

使用范围。CR2442与金属粘合通常使用间-甲-

白-钴粘合体系。间苯二酚给予体和亚甲基给予

体能够生成具有粘合作用的树脂，白炭黑能够调

节硫化速率和粘合速率，适量的白炭黑能够使硫

化与粘合同步进行，钴盐作为粘合促进剂，能够

加快硫黄与铜离子的反应速率。间苯二酚给予

体或亚甲基给予体用量过小时起不到有效的粘合

作用，用量过大时不仅会降低硫化胶的物理性能，

而且也得不到很好的粘合效果，当间苯二酚-甲醛

树 脂SL-3022用 量 为3～5份、粘 合 剂RA-65用 量

为1～2份、白炭黑用量为15～20份时，粘合效果

最佳。钴盐能够加快粘合的反应速率，癸酸钴在

CR2442与黄铜粘合过程中的效果比其他钴盐好，

当其用量为0.6份时与间-甲-白配合能够得到最佳

的粘合力[27-30]。

3　结语

在CR2442的研究中，应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影

响其物理性能的因素。在混炼工艺方面，要考虑

密炼温度、混炼时间和转子转速的影响；在开炼机

上添加硫化体系时，不但要考虑硫化体系中各材

料的添加顺序，在辊筒转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同

样有很大的影响；在硫化和粘合过程中，当焦烧时

间远大于放置试样时间时，更能保证制得的硫化

胶以及与异质材料粘合的质量；受CR2442排胶温

度的影响，白炭黑在CR2442中应以辅助补强材料

存在，以有利于调节硫化速率和粘合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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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司通与研发伙伴的银胶菊项目 
获1 500万美元赠款

中图分类号：TQ330. 32；TQ332  文献标志码：D

美国《现代轮胎经销商》（www.moderntiredealer.
com）2018年2月27日报道：

普利司通美洲公司是公私联盟的一部分，该

联盟已从美国农业部（USDA）获得5年1 500万美

元的赠款，用于从银胶菊开发国内天然橡胶（NR）

资源。

普 利 司 通 与 亚 利 桑 那 大 学、科 罗 拉 多 矿 业

学院、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和

USDA农业研究服务部的研究人员共同获得了这

笔巨款，这是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院农业与食品

研究倡议协调组织农业项目计划的一部分。5年

拨款期限为2017年9月—2022年8月。

2012年，普利司通投资其在亚利桑那州梅萨

的生物橡胶工艺研究中心和埃洛伊的一个占地

121. 4万m2针对植物育种和农学的研究设施，并招

募种植者参与原料生产。

银胶菊是一种干旱耐热的作物，由其生产的

NR几乎与东南亚三叶橡胶树收获的NR相同，使其

成为商业应用中的轮胎级橡胶的宝贵来源。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这些大学和USDA合

作，得以加强用银胶菊开发新的、可持续的国内NR
资源，”普利司通首席技术官Nizar Trigui说：“这

项研究与我们帮助保持当代和未来健康环境的承

诺相一致。”

拨款的目标是实现赢利性生产，这就需要改

进原料和扩大种植面积；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原

料；了解从银胶菊提取NR的工艺以及原料质量对

副产品经济价值的影响；加强运输、技术经济和

可持续发展模式，以提供商业化的明确途径。

（黄　松摘译 吴淑华校）

倍耐力续约倍耐力世界挑战赛的冠名

赞助商和官方轮胎供应商

中图分类号：TQ336. 1  文献标志码：D

美国《现代轮胎经销商》（www. moderntiredealer.
com）2018年3月9日报道：

倍耐力已经连续第8年续约了倍耐力世界挑

战赛的冠名赞助商和官方轮胎供应商。倍耐力世

界挑战赛是北美最大基于道路赛的GT系列赛。

倍耐力轮胎北美首席营销官Rafael Navarro表

示：“与倍耐力世界挑战赛的续约展示了倍耐力对

提升北美赛车运动的承诺，因为现在倍耐力世界

挑战赛在美国拥有涉及雪佛兰、法拉利、保时捷、

宾利、大众、现代和福特等丰富的GT赛车网。凭借

全球赛车血统和作为一级方程式赛事官方轮胎供

应商的经验，我们定制的P Zero轮胎帮助驾驶员既

能激烈比赛又能控制车子。一级方程式赛事是最

负盛名的赛车锦标赛和最终轮胎测试实验室。我

们对越来越多的车队和新的TCR车队感到兴奋，

期待与车队和WC Vision合作将冠军提升到一个

新的水平。”

作为官方轮胎供应商，倍耐力将为所有倍耐

力世界挑战赛车队用车配备下一代P Zero轮胎，包

括赛车轮胎和雨季用轮胎，这些轮胎采用倍耐力

最新的轮胎技术和复合材料。

倍耐力世界挑战赛的总裁Greg Gill说：“我们

很高兴能够让倍耐力与倍耐力世界挑战赛继续保

持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看到8年里倍耐力轮胎为这

个赛车系列赛和所有车队提供的卓越性能，这是

倍耐力全球赛车运动遗产的真正优势，更重要的

是，倍耐力在北美拥有为不同制造商和竞赛条件

提供安全、高性能轮胎的能力。我们期待着2018
年倍耐力世界挑战赛在美国和加拿大表现更加 
活跃。”

（张　钊摘译　赵　敏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