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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橡胶助剂工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一 )

王宇翔
(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 院 北京 10 0 0 3 9 )

摘要
:

本文对国 内外橡胶助剂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

从适应橡胶工业特别是轮

胎工业发展的角度
,

着重论述了我国橡胶助剂在未来发展中应该重点注意的几个问题
,

包括产品定

位
、

制造技术
、

市场前景
、

营销策略等
。

在此基础上
,

对我国橡胶 助剂工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参考性的

建议
。

1 国外橡胶助剂的现状和发展

1
.

1 世界橡胶助剂主要生产商

作为精细化学品的一部分
,

橡胶助剂的研发
、

生产
、

应用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始终处于领先地

位
。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橡胶助剂公司有 4 家
,

分

别是美荷联营的富莱克斯 ( F l e x s y s C o m p a n y ) 公

司
、

美国康普顿公司 ( C
r o m p t o n C o m p a n y )

、

德 国

拜耳公司 ( B a y e r A
.

G )
、

捷克爱格富集团 ( A g r o
-

fe rt )
。

这 4 家公 司拥 有全球 约 80 %的橡胶助剂

市场
。

F L E X S Y S 公司由美 国孟山都 ( M o n s a n t o )公

司橡胶化学 品部与橡胶 测试仪器部和荷兰 阿克

苏
一

诺贝尔 ( A koz N ob
e
l) 橡胶化学品部于 1 9 9 5 年

合资组建
,

是一家具有国际规模的跨国公司
,

开发

和生产了橡胶行业用的各种促进剂
、

防老剂
、

抗臭

氧防老剂
、

防焦剂
、

粘合剂和有关的橡胶助剂
,

在

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影 响
。

代表产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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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康普 顿公 司 ( C or m p ot )n 的橡 胶 助剂 业 务 属

1 9 9 6 年 收 购 的 美 国尤 尼 劳 尔公 司 ( U n i r o y a l

e h e m i e a l e o m p a n y )的一部分
。

在全球橡胶助剂

市场中
,

该公司产品约 占 10 % 一 15 %的份额
。

主

要产品有促进剂 T B z T D ( 四节基二 硫化秋兰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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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拜耳公司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老牌化学品

制造公 司
,

其摩下 的子公司遍布全球
。

该公司的

产品涉及医药
、

生物化工
、

石化
、

聚合物等多个领

域
。

2 0 0 3 年 7 月
,

拜耳公司宣布开发成功一种新

型邻二苯甲酸醋类的低粘度增塑剂
,

主要用于天

然橡胶 和 P V C 制品的加工
。

该产品具有低迁移

性的特点
,

通过调整增塑剂的用量
,

可以得到不同

硬度和弹性范围的塑料制品
。

由于具有 良好的电

性能和热稳定性
,

该产品还可用于电缆护套和柔

性电缆
。

捷克爱格富集团 ( A g or fer t) 是捷克第一大化

工公司
,

一直致力于化工
、

农业和食品领域产品的

研发
、

生产和贸易
。

近几年该集 团的橡胶助剂业

务发展很快
,

已成 为世界上新的四大橡胶助剂生

产商之一
。

其促进剂和对苯二胺类防老剂已 占全

球 15 %的市场份额
。

硫化促进剂 C B S
, T B B S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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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供应 固特 异 ( G o o d y e a r )
、

普利 司通 ( B r id ge s-

to n e )
、

费尔斯通 ( fi r e s to n e )
、

米其林 ( Mie he l i n )
、

倍耐力 ( P i r e l l i )
、

大陆 ( C o n ti n e n ta l ) 等世界知名

轮胎生产商
。

这 4家橡胶助剂公司引领着世界橡胶助剂的

发展潮流和方向
。

它们的产品涵盖了橡胶工业所

需的绝大多数助剂品种
,

产 品的科技含量与先进

性
、

产销量皆为首屈一指
。

1
.

2 世界橡胶助剂的发展方向

世界橡胶助剂工业 的发展趋势是
:

第一
,

从技

术角度讲
,

橡胶助剂向高效
、

低毒 (无毒 )
、

多功能
、

系列化的方 向发展
;
第二

,

从产品的性价 比来讲
,

通过控制原材料或中间体的价格
、

质量
,

通过新技

术
、

新工艺的使用
,

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的综合成

本
,

同时提高产品的性能
;
第三

,

从市场营销来讲
,

更加重视产品的应用性能研究
,

以此拓展更加广

阔的市场
。

橡胶助剂的毒害性问题不单纯指助剂产品本

身
,

还涉及其制造用 的原材料
、

生产作业环境等

等
。

例如
,

对于促进剂的生产
,

德 国在 1 9 8 8 年制

定了危险物质技术法规 T R G S 5 52
,

规定生产场所

空气中最大的 N 一亚硝胺浓度不得高于 2
.

5拜g
·

m
一
3 ,

1 9 91 年改为 1
.

0拌g
·

-m
3 ,

实际上是要达到几

乎测不到的水平
。

1 9 9 7 年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

计院在剖析欧美轮胎时
,

已经捕 捉不到吗琳残基

的痕迹量
,

说明一些会产生亚硝胺 的促进剂在欧

美国家已经不再使用
。

新技术
、

新工艺 以及新的催化体系 (催化剂 )

的推广应用
,

为橡胶助剂品种的多样 化
、

多功能

性
、

高性价比提供了可能
。

复配技术
、

纳米技术的

实践性应用
,

将使一些传统的橡胶助剂产 品旧貌

换新颜
。

早在 2 0 0 。 年
,

德国巴斯夫公司 ( B A s F )

就收购了瑞士巴塞尔 C he m s p e ed 的股份
,

以加强

它在复配材料研究 ( C M R )领域 的业务
。

这是 聚

合物和塑料开发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 向
,

许多新材

料可以通过合理的复配手段获得
,

这种方法既高

效又省钱
。

纳米技术已被广泛视为 21 世纪的一项关键

技术
。

目前巴斯夫公司正在进行新型纳米材料 的

性质鉴定和生产方面的研究
。

这些材料通常被加

入到产品中以提高产品性 能或创造全新的特性
。

聚合物分散体不 仅是一种卓越 的多功能产 品类

别
,

也是巴斯夫的最强优势之一
。

巴斯夫在这些

产品上 的年销售额达到 15 亿欧元
。

所有这些产

品都含有从十到几百纳米不等的聚合物微粒
。

聚

合物分散体可用于外用漆
、

涂料和粘合剂 的配方

中
。

在国外越来 越趋 向使用助剂 一 聚合 物分散

体
。

将助剂活性组分用聚合物充分包裹起来
,

制

得分散体
,

包裹用聚合物一般为 E P D M 和 E v A

等
。

分散体的优点在于助剂活性充分应用
,

无污

染
,

易贮存
、

运输
、

使用
。

在帘线 一 橡胶粘合用助 剂 方面
,

美 国氰特

( C yt ec ) 公司产 品众多
,

近年采用新工艺路线
,

推

出了单组分
、

低成本
、

无环境污染的亚甲基给与体

粘结树脂 C y r e z C R A 1 32
,

该产品是先进新颖的 自

缩合型产 品
,

与传统的亚 甲基给与体 H M M M 或

R A 系列不同
,

即使在无 间苯 二酚 给与体的情况

下
,

其 自身也能发生 自缩合反应
,

对骨架材料与橡

胶起 到 交 联
、

粘 接 的 作 用
,

且 粘 结 质 量 优 于

H M M M 和钻盐类产品
。

2 国内橡胶助剂的现状

2
.

1 市场现状

近几年
,

国内橡胶助剂生产
、

销售受轮胎工业

爆炸式发展的影响而迅速升温
。

据 中国橡胶工业

协会橡胶助剂专业委员会 统计
,

截止到 2 。。 3 年
,

国内助剂行业总生产能力超过了 20 万 t
,

年生产

能力达千 吨的企业超过 80 家
,

分布在 18 个省
、

市
,

形成 了以南京化工厂
、

山东圣奥化工有限公

司
、

山东单县化工有限公司
、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有

限公司
、

沈 阳东北助剂化工有限公司 (原沈 阳东北

助剂总厂 )
、

兰州化学公司有机化工厂
、

河南汤阴

永新橡胶助剂厂
、

浙江永嘉化工厂
、

镇江第二化工

厂
、

四川染料厂
、

湖南株洲助剂厂等为代表的生产

基地
。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 的成长与壮大
,

丰富了橡

胶助剂产品的品种
,

提高了产品的品质
,

从根本上

扭转 了国内轮胎制造用助剂依赖进 口 的局面
。

目

前轮胎特别是高性能子午线轮胎制造用橡胶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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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可以国产化
。

但是
,

在满足轮胎工业需求 的

同时
,

助剂市场 的竞争 日趋激烈
。

国内橡胶 助剂

制造商纷纷采用不同的经营策略
,

挤占
、

瓜分国内

的橡胶助剂市场
,

并争取出口扩大销量
。

同时
,

国

内一些企业看好橡胶助剂工业的发展前景
,

纷纷

转产或投产橡胶助剂产 品
,

使橡胶助剂市场 的竞

争态势更加严峻
。

橡胶助剂市场的竞争不单单来 自于国内企业

之间
,

更大的竞争来 自于国外
。

一方面
,

国外著名

橡胶助剂制造商纷纷降低产品售价
,

缩小与 国产

助剂的差价
,

利用产品高性价比来挤 占中国市场
,

扩大对华的出口
。

另一方面
,

国内轮胎和橡胶助

剂行业的快速发展
,

吸引 了国外一些著名化学品

制造商纷纷来华合资或独资建厂
,

实现助剂生产

本土化
,

以降低成本
,

增强与中国橡胶助剂生产企

业的竞争力
。

如莱茵化学 (青 岛 ) 有限公 司
、

丹 阳

康普顿化工有限公司
、

青岛昂记橡塑科技有 限公

司
、

亚特曼化工有限公 司等
。

2 0 0 3 年
,

有近百年

历史的全球性化学 中间体制造商美 国十拿公司

( S C H E N E C T A D Y I N E R N A T I O N A L IN C 简称

51 1) 在上海投资建厂
,

准备生产胶粘剂树脂和轮

胎树脂
。

其年产能为 l 万 t
,

生产 的主要品种为增

粘 树 脂 S P I O6 8
、

S P I O 7 7
,

补 强 树 脂 S P 6 7 0 0
、

S P 6 7 O I 以及 硫化树 脂 S P l o 4 5
、

S P I O 5 5
、

S P I O5 6

等产品
。

预计 2 0 0 4 年 6 月投产
。

美国氰特公 司

( C yt e c )正在进行 中国大陆轮胎和橡胶 助剂市场

调研
,

为其间
一

甲
一

白体系粘合 剂进军中 国轮胎助

剂领域做前期准备
。

另外
,

作 为国外橡胶助剂产

品的代理商
,

香 港 ( 上海 ) 彤程化工
、

美 国耀星 国

际
、

上海互伟
、

首立企业
、

元庆事业等也活跃在 国

内橡胶助剂市场的舞 台上
,

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

色
。

总之
,

虽然轮胎工业 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带动

橡胶助剂工业发展
,

但橡胶助剂市场激烈 的竞争

形势已毋庸置疑
。

未来 国内橡胶助剂市场势必是

“

群雄并起
、

逐鹿 中原
” ,

谁能够不断推陈出新
,

紧

跟国际先进潮流
、

实现规模效益
、

做好产 品售后服

务
,

谁就能够抢 占先机
,

成为最终的赢家
。

2
.

2 产品现状

国内 目前生产的橡胶助剂产品涵盖了包括硫

化助剂
、

防护助剂
、

补强助剂
、

粘合助剂
、

工艺操作

助剂
、

特殊助剂在内的 6 大类助剂
。

基本上可以

满足橡胶工业的需求
,

但仍存在着产品品种单一
、

质量稳定性差
、

先进产品生产不足
、

生产工艺落后

等缺点
。

我国加工 操作 体 系助剂 起 步较 晚
,

品种 不

多
。

加工操 作体 系助剂 虽然用 量较 小
,

但 品种

多而杂
,

技术含量也 比较高
,

对橡 胶加工行业 改

善加工工 艺
,

提 高生产 效率 和产 品质量起 着 重

要作用
。

例如
,

均匀剂的主要功能是解决不同极性聚

合物的共混问题
,

即用来改善 不同极性和粘度橡

胶的混合均匀性与分散
。

美 国 tS r u kt ol 公 司
、

德

国 S & 5
.

公司和莱茵公司 ( R h e i n
一

C h e m ie )等早 在

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有系列化产品问市
,

而国内目

前 尚未规模 化生产
。

S衣 5
.

公 司 的 40 M S F 系深

色芳香烃树脂混合物
,

适用于 N R
、

S B R
、

B R
、

E P
-

D M
、

N B R 等
,

既能改善不同极性橡胶的混合均匀

性
,

又能促进填料快速分散
。

其 60 N S F 是浅色脂

肪烃树脂混合物
,

适用于浅色胶料
。

环保型橡胶 助剂的研发 与生产 不足
。

21 世

纪是绿色化工时代
,

环境保护在今后化工生产 中

尤为关键
。

发达国家已经停止使用致癌的蔡胺类

防老剂和产生致癌 N
一

亚硝胺 的以仲胺 为原料 的

促进剂如 N O B S
、

D BI S 等产品
。

而我国蔡胺类防

老剂仍占有一定 的比例
,

次磺 酞胺类促进剂主导

产品仍是 N O B S
。

T B B S 和 T B SI 是伯胺衍生 的

次磺酞胺类促进剂
,

不会产生 N
一

亚硝胺
,

是环保

型促进剂发展的主流产品
。

由 F L E X S Y S 公司开

发成功的促进剂 T B SI 是一种迟效性促进 剂
,

具

有硫化速度快
、

较宽广的硫化平坦性以及使厚制

品实现均匀硫化的特点
。

硫化胶的硫化程度比较

高
,

物理 机 械 性 能 优 良
,

耐 老 化 性 能 相 当 好
。

T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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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 的使用量约 占促进剂总消费

量的 35 % 一 45 %
。

T B SI 的用量也 在逐年增加
。

由于受价格的影响和环保意识 的淡薄
,

我国促进

剂 T B B S 的产量 和用量还很低
,

而 T B SI 目前还

没有产业化的 国产产品
。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