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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橡胶助剂工业发展趋势

胡 斌

1前言

橡胶工业是一个传统产业
。

全球橡胶消费量

每年约 1 70 0 万 t
,

按橡胶 助 剂 占橡 胶消 耗量 的

4%计
,

全球橡胶助剂年消耗量约为 68 万 t
,

预计

到 2 0 0 5 年世界橡胶消费量将达到 1 9 0 0 万 t ,

相应

的橡胶助剂将需要 76 万 t
。

橡胶助剂经过多年发

展
,

在橡胶工业发展过程中表现 出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
。

2 世界橡胶助剂工业发展趋势

2
.

1 兼并重组调整

近几年来
,

橡胶助剂行业竞争 日趋激烈
,

全球

化战略 日益突出
,

公司间兼并
、

重组 已成为时代的

新特点
。

美国著名促进剂生产企业固特里奇公司

宣布放弃橡胶助剂生产
;
原世界 四大助剂生产企

业之一美国固特异公司重点发 展轮胎
,

大宗 的助

剂如防老剂 4 0 1O N A
、

促 进剂 M 全部停产
,

仅保

留少量 自行开发 的小 吨位助 剂 W i n g s t a y 2 9
、

s N

一 1 等
。

美 国尤 尼罗伊 尔公 司被康普 顿公 司兼

并
,

目前尤尼罗伊尔公司已经不存在
,

只是其品牌

仍在使用
。

最引人注 目的合作是原世界四大助剂

生产商 中两家
,

美 国孟山都公司橡胶化学品及橡

胶测试仪器部和荷兰阿克苏诺贝尔公司橡胶化学

部以各 占 50 % 的股份
,

成立了富莱克斯公司
。

该

公司助剂年销售额超过 6 亿美元
,

全球总部和欧

洲总部设在 比利时 的赞比塔 ( Z a v e n t e m )市
,

美洲

总部设在 美国阿克隆 ( A k or n) 市
,

亚洲及太平洋

地区总部设在新加坡
,

目前其橡胶助剂与品种远

远超过原世界 最大 的助剂生产企业 德 国拜耳公

司 ; 另外曾是过去 东欧社会 主义大家庭中专业分

工负责生产橡胶助剂的斯洛伐克的彼特里密克斯

公司近年来稳步发展
,

其助剂生产 已有 50 余年历

史
,

其中次磺酞胺类促 进剂 产量 占全球 产量 的

15 %
,

对苯二胺类 防老剂约 占全球 的 15 %
,

防焦

剂 占 1 0%
,

该 公司拥有 世界最 大 的防老剂 4 0 2 0

的生产装置
,

其产品主要供应东欧和前苏联地 区
。

目前世界已形成新 的四大橡胶助剂生产商
,

即富

莱克斯公司
、

拜耳公司
、

康普顿公司和彼特里密克

斯公司
。

2
.

2 高度重视技术进步

橡胶助剂工业 为了求生存求发展
,

越 来越重

视科技进步
,

各大公司都十分重视增强科技实力
,

依靠科技促使橡胶助剂产品向高性能
、

无毒
、

无污

染和低成本的方向发展
。

对一些常用的橡胶助剂

品种
,

仍不断开发新工艺 以改善生产环境
。

防老

剂主导产品 4 OI O N A 和 4 0 2 0 的原料对氨基二苯

胺的合成新技术 的开发成功
,

是近年来最有意义

的成果
。

该工艺采用硝基苯替代硝基氯苯与苯胺

缩合
,

然后加氢还原制备对氨基二苯胺
,

既消除 了

大量含 盐废 水
,

且 收率高于 95 %
,

选 择 性 高 于

93 %
,

为此曾获得 1 9 9 8 年度美 国总统大奖
,

目前

富莱克斯公司已采用该技术在 比利时建有万吨级

的规模化装置
,

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

另外防老剂

新品种的研 究开发朝高分 子量或反 应型方 向发

展
,

如三嚓环和缩醛化合物等
。

2
.

3 环保助剂体 系的形成与发展

21 世纪是绿色化工时代
,

环境保护在今后化

工生产中显得尤为关键
,

世界橡胶 助剂工业 目前

处于比较成熟的时期
,

新品种开发缓慢
。

随着经

济贸易全球化和贸易壁垒的消除
,

国外传统的橡

胶助剂企业为了继续 占据 国际市场
,

必然会设置

新的壁垒
,

环保壁垒将会是他们首选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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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际上对某些促进剂在橡胶加工过程

中
,

易产生有害的亚硝胺毒性问题 日益重视
,

鉴于

此 目前全球许多 限制性法规相继出台
,

德国早在

1 9 8 2 年就颁布法规控制亚硝胺含量
,

美国
、

日本
、

法 国
、

英国也积极开发不产生亚硝胺的新型硫化

促进剂
,

并相继停止使用会产生亚硝胺的促进剂
。

因此形成 了环保硫化促进体系
,

并开发生产一些

环保型新品种来代替有致癌危险的产品
。

这类易产生亚硝胺 的次磺 酞仲胺类促 进剂

有
: 2

一

吗琳基苯并唾哇次磺酞胺 ( N O B )S
、

N
,

N
,--

二

异丙基苯并唾哇
一

2
一

次磺酞胺 ( D IB )S
、

二环 己基苯

并唆哩次磺酞胺 ( D C B )S 等
,

主要是 N O B S
。

目前

替代 N O B S 的促进剂是 T B S S 和 T B SI
。

这两种

产品是伯胺衍生的次磺酞胺类促进剂
,

不会产生

N
一

亚硝胺
。

T B S S 目前 已成为国外市场上主导的

促进剂品种
,

发达 国家 T B S S 的使用量约 占促进

剂 总消 费量 的 3 5 % 一 4 5 %
。

T B S I 与 T B B S 相

比
,

由于分子量大
,

热稳定性能好
,

熔 点 比 T B S S

高出 3。℃ 以上
,

具有 焦烧时间长
,

硫化 速度 快等

优点
。

T B SI 可 以替代 T B B S + C T P 单独使用
。

秋兰姆类和二硫代氨基 甲酸盐类促进剂作为

第二促进剂与次磺酞胺类并用
。

研究发现二硫代

四 甲基秋兰姆 ( T M T D )
、

二甲基二硫代氨基 甲酸

锌 ( Z D M C ) 等会在硫 化时产生 N
一

亚 硝胺
。

目前

国外主要采用二丁基二硫代磷酸锌加活性剂来弥

补这些缺点
。

四节基二硫化秋 兰姆 ( T B z T D ) 与

四
一

( 2
一

乙基 己基 )二硫化秋兰姆 ( T O T
一

N )也 是安

全促进剂
,

由于 T B Z T D
、

T O T
一

N 分子量大
,

融点

高
,

难 以分解
。

所以不会产生亚硝胺
。

防老剂方面
,

有致癌危险的蔡胺类防老剂
,

如

防老剂甲和防老剂丁等
,

在 国外发达 国家早 已不

在使用
。

另外 国外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推 出
“

绿 色轮

胎
”
的概念

,

主要是指降低轮胎阻力
,

节省油耗 ;在

使用过程 中不污染环境
。

因此也促进其他方面助

剂的绿色化
,

如低滚动阻力炭黑 的开发与应用
;
使

用 白炭黑替代传统的炭黑
,

既降低了滚 动阻力又

能增加牵引性
,

并配套生产配合 白炭黑使用 的偶

联剂新品种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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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不均衡
,

主导品种相对集 中

目前橡胶助剂的主要生产厂家集 中在西欧和

美国
,

亚洲原主要的橡胶助剂生产国 日本
,

由于前

几年经济持续低迷
,

目前生产 的多为传统的老品

种
,

而且产量有所下降
,

近年进 口 量增多 ; 随着俄

罗斯的经济逐步恢复
,

对橡胶及其原材料需求较

大
,

橡胶助剂国内供应不足
,

依赖进 口或与国外合

作生产
;
印度 目前橡胶消耗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但其人 口众多
,

近年来经济稳定发展
,

因此橡胶助

剂的市场潜力较大
;
东盟国家经济逐步复苏

,

许多

国家加快基础建设
,

因此也是非常具 有潜力 的市

场
。

上述国家和地区 的橡胶助剂发展水平较低
,

给世界橡胶助剂工业发展提供难得机遇和广阔的

舞台
。

全球橡胶助剂经过多年发展
,

品种生产与应

用越来越趋于集中
,

主要集中在无污染
、

性能 良好

的一些 品种上
,

污染严重
、

有毒性的产品逐渐被淘

汰
,

而 新 品 种 开 发 应 用 较 少
,

其 主 导 产 品 是

4 O 1 0 N A
、

4 0 2 0
、

R D ; T B B S
、

C Z
、

D Z 和防焦剂 C T P

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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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工助剂与产品荆型发展迅速

目前橡胶助剂的主导产品防老剂和促进剂发

展较为稳定
,

品种相对集 中
,

随着橡胶工业 的发

展
,

各种新型加工助剂不断出现
。

如改善硫化特

性的抗硫化返原剂
、

增塑剂
、

分散剂
、

均匀剂等越

来越受到重视
。

为了环保 的需要
,

国外许多公司采取增 加橡

胶助剂产品剂型的方法
,

搞好售后服务
,

为橡胶助

剂使用厂家提供多种使用 方便 的橡胶 助剂新 剂

型
。

如助剂的复配
,

主要是借助物理混合 与包覆
,

使几种助剂按一定 比例混为一体
,

充分发挥助剂

复配效果
,

给橡胶加工工艺带来极大 的方便
。

制

备多种预分散体
,

如 国外 已经工业 化应用的预分

散型间甲白粘合体系
,

以高含量的 白炭黑作为载

体
,

确保其预分散效果
。

为 了减少粉尘污染 和使

用方便
,

开发出多种新剂型
,

改变传统 的粉末与液

体的剂 型一统天下 的局 面
,

如微粒 型
、

粒状或棒

状
、

预分散胶粒
、

锭型
、

薄片状
、

微胶囊包裹状等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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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外著名公司纷纷开发中国市场

近年来
,

由于我 国经济稳步增长
,

基础建设加

快
,

全国高等级公路里程 己超过 1 万 k m
,

而且还

在继续增加
,

汽车已列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

这一

切都给与之相关的橡胶助剂工业发展提供 良好机

遇
,

因此 国外许多公 司也看好 中国市场
。

目前已

有多家企业在中国独资或合资生产橡胶助剂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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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由检摄 夕日碰咫阳日丁
《 叮 , 肠哪 侧 . . . . . . . 一一—

胶粉改性和公路建设

程 源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 10 0 0 2 9 )

1 市场和机遇

目前
,

我 国 已 成 为世 界 第二 大 耗 胶 国 ( 年

耗 胶 27 3 万 t)
,

也是 天然 橡胶 消 费第 一 大 国

(1 2 1
.

5 万 t )
。

尽 管
,

天 然橡胶 的价 格 已 上 涨

10 0%
,

轮胎的年产量 已增至 1
.

3 亿条
,

但新增轮

胎厂还在大上特上
,

尤其是全钢子午线轮胎
。

看到今天的轮胎热
,

必然想到
“
昨天

”
的胶粉

热
。

因过剩而刹价竞争
,

几十家稍具 规模 的胶粉

厂都已先后亏损关停
。

怎么办 ? 市场经济
,

讲究利益驱动
,

追求效益

双赢
。

正如 当年美国西部
,

因加州发现了大金矿
,

满 山遍野的人都去淘金
,

唯独一个 叫亚默尔 的农

夫
,

不随波逐流
。

他不去寻找贵重的黄金
,

偏偏独

辟蹊径去找水源
,

结果
,

他靠卖水成了著名的大富

豪
。

由此看来
,

黄金与水
,

还是
“

物以缺为尊
” 。

现在
,

大家都去上新胎
,

谁来上翻胎 ? 或者都

来上胶粉
,

谁来用胶粉? 目前
,

我国的翻胎率尚不

到 10 % (发达 国家 已达 80 % )
,

且新胎 与翻修胎

比
,

美国是 9 : 1
,

我国是 26
: 1

。

由此可见
,

若说新

胎是
“

淘金
” ,

那 么
,

翻胎就是
“
找水

” 。

更有甚者
,

不管是新胎还是翻修胎
,

二三年都要报废
,

而废胎

的最佳利用方法是制造胶粉
。

然而
,

胶粉的出路

在那里 ? 掺到轮胎和其他橡胶制品的配方 中
,

平

均尚不到 1邝
。

因此
,

金子和水找多了
,

都会 有贬

值的可能
。

时下
,

胶粉市场是有技术
,

没效益
;有产量

,

没

市场
。

其主要原 因是
“
轻信息

,

慢时机
” 。

若说时

间就是金钱
,

那么
,

我国已连续几年
,

公路建设年

投入资金 2 0 0 0 一 3 0 0 0 亿元
,

今 明两 年又是 3 0 0 0

亿元
。

仅北京市到 2 0 0 5 年要修公路 g o o km
,

投入

90 0 亿元
。

很显然
,

公路这块
“
大蛋糕

” ,

若 由胶粉

改性沥青取代进 口 的 S B S 改性沥青
,

只要有 1%
,

即高达 30 亿元
。

因此
,

抓住时机尤 为重要
。

我 国

的胶粉之所 以
“

过剩
” ,

关键是未能开拓应用新途

径
,

更没能抓住突飞猛进 的公路建设这个大好机

遇
。

2 国际和借鉴

国际上
,

胶粉 的最主要功能是改性沥青并 用

于铺路
。

美国独资的青岛昂记橡塑科技有限公 司
; 台湾独资

昆山亚特曼化工有限公司
;德国拜耳全资子公司莱

茵化学公司与中方合资的青岛莱茵化学有 限公司

都生产各类橡胶助剂
,

年产能力 已超过 1 万 t ;
康普

顿公司与江苏丹阳合资的丹阳康普顿化工有限公

司
,

生产 防老剂
、

促进剂母粒等
,

目前正在建设之

中 ; 另外富莱克斯等其他一些助剂公司也在与有

关部门或企业进行洽谈
,

准备在 中国生产橡胶助

剂
。

3 结束语

世界橡胶助剂工业呈现平稳的发展局面
,

生

产全球化
、

集团化
; 品种绿色化

、

环保化
、

集中化
;

局部发展不平衡 的态势将会持续相 当长时间
,

因

此 中国橡胶助剂工业应密切关注世界助剂工业 的

发展趋 势
,

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

淘汰有毒品种
,

增

强全球化观念
,

扩大产 品 ;加 大科技投人
,

提高品

牌与服务意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