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也将是特殊的。

4　我国橡胶助剂的前景

在“七五”和“八五”的 10年中 ,我国橡胶工

业以子午线轮胎技术引进为契机 ,成功地实施

了子午线轮胎原材料国产化工程 ,完成了 20类

68个新助剂产品的开发 ,使我国的橡胶助剂产

品由原来的 100多个扩大到 200 多个 ,建成了

27条新生产线 ,形成了 1 万 t·a-1新的生产能

力。这些新型助剂迅速地在引进 、合资和独资

橡胶企业投入生产 ,对促进我国橡胶工业科技

进步起到了推进作用。据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1996年统计 ,我国生产能力上千吨的橡胶助剂

厂约 60家 ,总生产能力达 14 万 t ,年产量约 8

万 t ,在亚洲位居前列。为了加快我国橡胶助

剂现代化 ,一定要紧跟国际橡胶助剂发展的大

趋势。品种 、性能 、剂型都落后的助剂 ,是找不

到国外市场的 ,国内市场也不会持久。建议今

后在规划、设计 、开发助剂新项目时 ,要把卫生

性 、高性能和节能助剂放在首位 ,助剂企业和橡

胶企业都要有“绿色化工”意识 ,政府应当逐步

建立橡胶助剂生产和使用的健康法规 ,加快防

老剂 D 等有害助剂的禁用步伐 ,大力推广造

粒 、复合和预分散产品。现在 ,提出我国橡胶助

剂现代化 ,决非超前意识 ,完全是我国科技整体

发展和经济昌盛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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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耐老化热塑性 TPEP

防水卷材通过技术鉴定

由北京化工大学开发的新一代耐老化热塑

性 TPEP 防水卷材于 1998年 11月 28 日在北

京通过教育部组织的技术鉴定 。

TPEP防水卷材是由 POE(聚辛烯乙烯 ,杜

邦公司产品)为主的 POE/EPDM/PE 共混体

系 ,经动态交联后压延而成的。北京化工大学

开发的这项技术对 POE/EPDM/PE 共混体系

的共混 、动态微交联及进一步研究 、扩大再生产

和应用有先导作用。

由于 TPEP 防水卷材不仅耐老化性能超过

了 EPDM 防水卷材 ,边角料可以回收利用 ,而

且其铺设施工时可本体热焊接 ,不用溶剂 ,无三

废处理问题 ,因此该项技术已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同时 ,将 POE 用于防水卷材也属国内外

首创。

TPEP 防水卷材已在保定市第一橡胶厂试

生产成功并已投入实际使用 。经过一年的实际

使用证明 , TPEP 防水卷材性能良好 ,预期使用

寿命可超过 EPDM 防水卷材 ,而价格却低于

EPDM 防水卷材 。可以看出 , TPEP 防水卷材

市场前景光明 ,适合于工业化生产。

(本刊编辑部　涂学忠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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