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图的判别 、过度调整 、选控控制图的应用等 ,将

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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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橡胶的回收利用
中图分类号:X783.3　　文献标识码:D

　　当前全世界每年产生废旧轮胎 3 500万 t ,但

其回收率不足 5%。我国是一个橡胶制品大国 ,

2000年汽车轮胎的产量达到 7 828万条 ,每年约

有 250万 t废旧轮胎产生 ,由于其难以回收处理

而形成了严重的黑色污染和火灾隐患。

　　再生胶的生产既实现了废旧橡胶的回收再利

用 ,又缓解了 NR匮乏的局面 ,但随着 SR的大量

开发和应用 ,再生胶的应用开始萎缩。20世纪 80

年代末 ,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开始停止通用型再生

胶的生产 ,逐步转为将废旧橡胶直接加工成可以

直接利用的不同细度的胶粉 。美国 、德国 、瑞典 、

荷兰 、日本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相继建立了

一批胶粉公司 ,胶粉的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再生

胶。目前 ,美国的再生胶产量与胶粉产量之比为

41∶59;日本为 35∶65;而我国 2000年再生胶产量

近 40万 t ,胶粉产量仅为 5万 t ,其比例远远低于

工业发达国家 。因此 ,我国的再生胶工业应该逐

步向胶粉工业转型。

　　预计在未来 10年中 ,再生胶的市场需求量将

从 2001年的 37万 t下降为 2010年的 30万 t ,而

胶粉的市场需求量将从 2001 年的 6 万 t增加到

2010年的 30万 t ,甚至更多 。

　　我国橡胶工业所需主要胶料 NR , SR与再生

胶和胶粉的比例大致为 35/45/20 , 由此推测 ,

2005年全国橡胶消耗量约为 245万 t ,则需再生

胶和胶粉 49 万 t;2010 年全国橡胶消耗量约为

295万 t ,则需再生胶和胶粉59万 t 。预计到 2005

年 ,我国轮胎产量将达到 1.25亿条 ,其中子午线

轮胎为 5 600 万条 ,如果子午线轮胎所用胶料中

掺入 5%的精细胶粉 ,则年需胶粉在10万 t左右;

胶鞋产量为 13 亿双 , 需再生胶和胶粉 8 万 t 左

右;自行车轮胎为 2.2 亿条 、摩托车轮胎为 4 500

万条 ,需精细再生胶、IIR再生胶和精细胶粉 7万

t左右 。目前 ,我国每年出口到日本 、巴基斯坦 、

泰国和韩国等国家的再生胶达 1万 t左右 。

　　1970年开发出冷冻粉碎工艺技术后某些国

家建立起了胶粉工业生产线 ,我国胶粉生产则始

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发展至今逐步建立了不

同生产方法的生产企业。但到目前为止 ,我国胶

粉虽已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已有国内

企业在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投资建设胶粉

厂 ,但总的来说 ,该产业仍发展缓慢 ,规模小 ,经济

效益低下 ,因此必须提高胶粉的生产效率 ,降低生

产成本 ,同时寻找和开拓新的胶粉利用市场 。如

2001年 5月 ,天津美力胶粉实业公司引进德国英

泰克公司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第 5 代 RC400-05

型再生精细胶粉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 ,采用-196

℃超低温冷冻粉碎工艺 ,将废旧轮胎在密封条件

下经过精细研磨加工成细度为 200 目 、精度为

99.9%的精细胶粉 ,重新成为橡胶工业的高级原

料。由于在该生产胶粉过程中采用了高新技术手

段 ,故无产生污水 、废气和粉尘等二次污染问题。

目前 ,该公司每年可处理废旧轮胎 4万 t ,并可得

到副产品钢丝 1.12万 t和废纤维 0.18万 t ,产品

年销售总收入达 1.8亿元 ,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北京中创新技术研究中心利用废旧橡胶生产

彩色弹性地砖技术获得成功。该技术以废旧轮胎

以及橡胶厂的边角料和废品等为原料 ,生产出具

有适合人行走或运动时所需的最佳摩擦因数和吸

收冲击能力的地砖 ,成本低廉 ,铺设方便 ,可广泛

用于广场 、公园 、微机房及其它各种器械运动场地

和公共场所。其优点是无毒、无污染 、防滑 、防霉 、

耐磨抗老化 、减震 、抗静电 、不反光 、耐水防火 、耐

候性好及寿命长 ,所铺设的运动场地比硬质运动

场地弹性好 ,有利于减轻剧烈运动时地面对脊柱、

膝盖和肌腱的反弹冲击力 。

(76140部队企业管理局　白　木　周　洁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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