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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渊乙朋切了

发展溶聚丁苯橡胶势在必行

陈志宏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

北京 1 0 0 0 3 9 )

丁苯橡胶 ( S B R )是合成橡 胶 ( S R ) 用量第一

大品种
,

因聚合方 法不同分为乳聚 丁苯橡胶 ( E
-

S B R )和溶 聚丁苯橡 胶 ( S
一

S B R )
。

又 因其性 能和

价格不 同
,

应 用范 围也不尽相 同
。

目前世 界 E
-

S B R 产 能 已 达 到 43 5 万 t
,

约 占 S R 总 产 能 的

4 0%
,

而其产量仅为 2 00 万 t 左右
,

约 占 S R 总产

量的 18 %
,

可见 E
一

S B R 总产 能在世界范 围内严

重过剩
。

世界 S
一

S B R 产能为 80 万 t
,

产量 65 万 t

以上
,

开工率达 8 0% 以上
。

从 1 9 9 0 一 2 0 0 2 年
,

S
-

S B R 产量年增长 4
.

8 %
,

而 E
一

S B R 没有增长
。

E
一

S B R 虽然生 产技术 成熟
,

加 工性能好
,

适

用性强
,

但也存在工艺流程冗长
,

产品性能有局限

性
,

对环境的污染性大等问题
。

而 S
一

S B R 虽然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中才问世
,

但技术进展很快
,

现在

已发展到第三代产品
。

第一代产品的弹性
、

生热
、

滚动阻力和耐磨性就优于 E
一

S B R
,

但存在抗湿滑

性和加工性能 不如 E
一

SB R
。

到 80 年代 初
,

由于

对 阴离子活性聚合物特征和微观结构的研究取得

进展
,

采用偶联和端基改性技术
,

调节分子序列结

构
,

从而出现了第二代产品
,

解决了滚动阻力与抗

湿滑性 的矛盾
,

在轮胎中应用
,

使轮胎的节能性和

安全性都获得改善
,

并保持 了较好的耐磨性和加

工性
,

这是一个 飞跃
。

到 80 年代末
,

由于动态力

学性能的集成优化概念 的演进
,

出现了序列分布

多元化的第三代产品
,

集成橡胶 ( SI B R ) 就是典型

的代表
,

其强度 比第二代产品有所提高
。

不过
,

目

前大量使用的仍是第二代产 品
,

美国固特异公司

生产的 SI B R
,

只供本公司的轮胎厂使用
。

日本合

成橡胶公司与普利司通轮胎公司合作开发了系列

S
一

S B R
。

世界 S
一

S B R 与 E
一

S B R 产量 的比例是逐

年提高的
,

由 1 9 9 0 年的 18 %提高到目前 的 32 肠
,

以上足以表明 S
一

S B R 的发展趋势是无可置疑的
。

在我国
,

对 --S S B R 的发展 目前仍存在不同的

看法
,

从发展现状来看也是不容乐观的
。

目前全

国 S
一

S B R 的产能为 6 万 t
,

一是北 京燕 山石化采

用 自己开发的生产技术
,

一是广东茂名石化 引进

国外 的生产技 术
。

但 2 0 0 3 年全 国总 产量 仅 为

0
.

9 5万 t
,

S
一

S B R 与 E
一

S B R 产 量 的 比 例 仅 为

2
.

4%
,

而 1 9 9 8 年为 7
.

2 %
,

呈 下降的趋 势
,

与世

界发展趋势形成了明显 的反差
。

这到底是什么原

因呢 ? 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

第一
,

与我国的经济发达水平有关
。

汽车工

业经过多年的徘徊
,

到 2。。 2 年才进人 了高速发展

的新台阶
,

作为一个国家发达程度重要标 志的轿

车
,

到 2 0 0 3 年才突破 2 00 万辆
,

首次 占汽 车总产

量的 45 %
,

而轿车子午线轮胎的耗胶量仅 占全 国

轮胎耗胶量的 10 %左右
,

轿 车子午 线轮胎中
,

高

性能子午线轮胎的比例则更少
,

从而影 响到对 S
-

S B R 的市场需求
。

第二
,

由于 E
一

S B R
、

S B S 在我 国处 于市 场增

长期
。

从 1 9 9 8 一 2 0 0 3 年
,

E
一

S B R 产量年均增 长

达 12 %
,

生 产 E
一

S B R 的厂家 忙 于扩大 产 能
; 而

S B S 从 1 9 9 8 一 2 9 9 3 年
,

年均增长更达 3 6 %
,

市场

旺盛
,

生产厂家将现有的 S
一

S B R 生产线用于生产

S B S
,

以满足 当前的需求
。

第三
,

国内现生产 的 S
一

S B R 品种
、

牌号较为

单一
,

难 以满足不 同用 户 的需 求
。

如充油型 S
-

S B R
、

高乙烯基含量 S
一

S B R 等急需品种均处于空

白
,

对 --S S B R 的技术服务也极待加强
。

那么
,

S S B R 在我国是否就不会发展 ? 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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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前景叉如何呢 ?

1 2世纪是环保的年代
,

随着我 国汽车工业和

高速公路的迅速发展
,

能源和环保显 得越来越重

要
,

对轮胎滚动阻力的降低
,

以利 于减少汽车燃料

油的消耗 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

这已是迫在眉睫
,

对轮胎的高速安全性能
,

更是放在首位
,

高性能子

午线轮胎在我国必将发展
,

-S S B R 是满 足这些性

能的较理想材料
,

发展 S
一

S B R 势在必行
。

根据我国轮胎行业 的发展
,

2 0 0 5 年轮胎总需

求量将达到 1
.

9 亿条
,

其中子午线轮胎将接近 1

亿条
,

而到 2 0 1 0 年
,

轮胎的总需求量估计约为 2
.

6

亿条
,

其中子午线轮胎约 1
.

9 亿条
,

轿车轮胎 已实

现子午化
,

将 占到 1
.

2 亿条左右
。

届时
,

轿车子午

线轮胎耗胶量将增加到 50 万 t 左右
,

占轮胎总耗

胶量比例提高到 20 %
,

其中轿车子午线轮胎胎面

胶耗 S B R 量以每条胎用 1
.

s k g 计
,

S B R 的耗用量

就达到 18 万 t
。

在 S B R 中
,

至少有 40 %采用 S
-

S B R
,

仅此一项就需 S
一

S B R 7
.

2 万 t
。

此外
,

有些

轮胎企业在载重斜交轮胎 中
,

采用 导 S B R
,

降低 了

轮胎升温
,

延长了轮胎使用寿命
。

胶鞋行业是 我

国橡胶工业 中第二耗胶大户
,

浅色鞋底也采用 S
-

S B R
。

总之其市场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

但不同产 品选用 S
一

S B R 的牌 号是不尽相 同

的
,

合成橡胶生产企业要适应这种多规格小批量

的需求
,

建议 与使用部门密切合作
,

开发有针对性

的品种牌号
,

如不 同油品
、

不 同充油量的充油型
、

不同乙烯基
、

苯乙烯含量的 S
一

S B R
。

进一步加大

力度开拓潜在 的市场
,

降低 S
一

S B R 的生 产成本
,

促进我国 S S B R 产量的增长
,

尽快提升到 目前全

球的平均比例 30 % 以上
,

为节省能源
,

改善环境

作出贡献
。

宝马汽车公司技术负责人

谈对轮胎的要求

谢 立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公司
,

广西 桂林 5 4 1 0 0 4)

R u d i H e i n 先生是 德国 BM W ( 宝马 ) 汽车公

司的技术经理
,

多年负责轮胎 /车轮方面的工作
。

以下是他在接受《国际轮胎技术 》专访时发表的观

点
,

从中可以窥见世界顶级汽车制造商对轮胎 的

看法及要求
,

希望 能对 国内轮胎 生产厂家有所启

发
。

B M W 公 司在寻求合作伙伴时非 常重视质量

和品牌
,

同时也会极力避免供应商在提供产品时
,

出现在技术质量方面打折扣的情况
。

R u d i H e i n 说
: “
大约 1 5 ~ 2 0 年以前

,

BM W

公司就作出了决定
:

我们 的原配轮胎只从世界上

最大的 6 家轮胎厂选购
。

后来
,

由于 G oo d y e
ar 和

D u n lo p 合并
,

我们选购轮胎的对象则变成了世界

最大的 5 家轮胎生产商 (但仍有 6 个公司品牌 )
,

分别 是
: D u n l o p (邓 录普 )

、

G o o d y e a r ( 固特 异 )
、

B r id g e s t o n e ( 普利 司 通 )
,

M i e h e l i n ( 米 其 林 )
、

C o n t i (大陆 )和 P i r e l l i (倍耐力 )
。

不仅如此
,

我们

甚至不会选用上述这些公司的非 主流品牌轮胎
,

例如
,

我们不会选用 iF
r e s ot en ( 费尔斯通 ) 品牌轮

胎 ( iF er s
ot en — 属普利司通公司旗下 )

,

也不会

选用 G o o d r i e h ( 固特里 奇 ) 品 牌 轮胎 ( G o o d r i e h

— 属固特异公司旗下 )
。 ”

尽管如此
,

R u d i H e i n 也强调
: “
BM W 公司的

大门并未关闭
,

对于其他轮胎生产商来说 也仍然

存有机会
,

不过要求轮胎性能和质量必须 经得起

BM W 的考核
,

同时要求这种 轮胎在全球范 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