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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橡胶助剂未来发展建议

3
.

1 产 品定位

企业 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产品
。

我国橡胶助

剂产品的研发
、

生产必须立 足于国际橡胶工业发

展的大环境
,

以为橡胶工业服务为首要任务
,

必须

具有先进性
、

适应性和前瞻性
。

在产品的研发
、

生

产和销售上
,

要根据橡胶工业技术进步的趋势
、

要

求和特点
,

相应地有针对性地开发生产为橡胶工

业配套的橡胶助剂
。

因此
,

了解橡胶工业未来发

展的走势
,

尤其是橡胶技术发展的脉络
,

是橡胶助

剂研发和生产的依据和基础
。

目前
,

我国橡胶助剂产品无论从品类
、

性能还

是质量稳定性等方 面与发达 国家仍有很 大的差

距
。

具有创新性的产 品微乎其微
,

并且我们的产

品研发与生产明显滞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

因此
,

在未来橡胶助剂的发展进程 中
,

应该加大科研力

度
,

鼓励技术创新
,

形成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助剂

品种
,

大力发展高效
、

低毒和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

我 国橡胶助剂行业 已 经具备一定 的研究 开发 基

础
,

今后还需根据市场需求
,

企业
、

研究院所和大

专院校协同作战
,

推动橡胶助剂行业的技术进步
。

紧密联系橡胶工业特别是 子午线轮胎发展 的趋

势
、

特点
,

始终保持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

保证 产

品的先进性
、

时效性
、

实用性
。

对于促进剂来说
,

我国橡胶助剂
“

十五
”
发展

规划明确指出
,

2 0 0 5 年我 国 T B B S 的产量要发展

到 1 万 t 左右
,

届时将 占促进剂总消耗量的 20 %

以上
。

必须大力调整产品结 构
,

开发生产环保 型

硫化促进 剂
。

今后工作重点应该是采用 T B B S
、

T B SI 替代目前主要使用的次磺酞仲胺类促进剂

N O B S
、

D I B S
、

D C B S 等
;
采 用 Z B T P

、

T B z T D
、

T O --T N 等替代有毒 性秋兰姆类促 进剂
;
为 了改

善硫化返原 与耐疲劳性
,

可采用促进剂 H T S 或

与 B C I并用的方法
; 要扩大 T B B S 及其原料叔丁

胺 的 装 置 规 模
,

完 善 工 艺 技 术
; 进 行 T B SI

、

T B z T D
、

H T S 和 B CI 的研究与开发
,

尽快实现产

业化
。

另外
,

从世界橡胶助剂工业发展 的现状来

看
,

目前已处于比较成熟 的时期
,

新品种
、

新技术

较少
。

随着中国加人 W T O 后贸易壁垒的消除
,

具有优势的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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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首选 目标
。

因此我 国应顺应潮流
,

大力开发应

用环保型硫化促进剂
,

可以说环保硫化体系的建立

已成为我国橡胶促进剂的关键和未来发展方向
。

轮胎子午化
、

扁平化
、

无 内胎化是当今轮胎发

展的大趋势
。

发达 国家 已基本完成
,

且具备了成

熟的
、

系统的
、

配套的生产技术
。

橡胶助剂的研发

生产也要依据轮胎发展的大趋势来进行
。

可以说
,

未来我 国橡胶助剂产品的定位应该

是
:

与国际先进产品接轨
,

与橡胶工业的进步相适

应
,

产品具有先进性
、

创新性
、

实用性和时效性
。

3
.

2 制造技术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化学工业 已经远远

走在了我们的前列
,

尤其是在化学合成
、

制造技术

方面
,

可以说新技术
、

新工艺层 出不穷
。

为使化学

合成选择性好
、

产率高
、

原子利用率高
、

反应速度

快
、

反应条件温和
,

目前已发展 了一系列新的合成

方法与技术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1
.

新合成方法
:

声化学合成
、

微波电介质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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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合成
、

电化学合成
、

等离子体化学合成
、

力化学

固相合成
、

冲击波化学合成
、

手性合成
、

利用太 阳

能进行化学合成
、

超临界状态下化学合成
、

室温和

低热温度下固相化学合成及光化学合成等
。

2一锅合成法
:

传统 的有机合成是一步一步

地进行反应
,

步骤多
、

产率低
、

选择性差
,

且操作繁

杂
。

一锅合成法可将多步反应或多次操作置于一

锅内合成
,

不再分离许 多中间产物
,

因而具有高

效
、

高选择性
、

条件温和等特点
,

是一种清洁的合

成技术
。

3
.

生物化工合成法
:

包括发酵工程
、

酶工程
、

基 因工程及细胞工程等
。

4
.

新的催化技术
:

配位催化
、

相转移催化
、

超

强酸超强碱催化
、

杂多元酸催化
、

胶束催化
、

氟离

子催化
、

钦化合物催化
、

纳米粒子催化
、

光催化
、

晶

格氧选择氧化及非 晶态合金加氢催化等
。

5
.

高新分离技 术
:

采用新分离技 术可 以使产

品纯度提高
,

其质量提高体现在使用价值增加和

经济效益提高
;
分离越彻底

,

向环境排放物越少
,

副产物处理更方便
;
高分离技术使产品收率提高

,

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 有些分离技术 ( 如膜分离 )是

在无相变情况下实现的
,

具有节能
、

减污特性
。

新

分离技术主要有膜分离技术
:

液膜分离
、

渗透气化

膜分离
、

反渗透膜分离
、

电渗
、

超滤
、

微滤
、

纳滤
、

聚

滤气体膜分离等
。

6
.

新蒸馏技术
:

分离与反应偶合一反应蒸馏
,

分离 与分离偶合一 吸附蒸馏
,

加盐 蒸馏
、

分子蒸

馏
、

膜蒸馏等
。

7
.

新萃取技术
:

双相萃取
、

膜萃取
、

电泳萃取
、

酶膜反应萃取等
。

8
.

新结晶技术
:

熔融结晶
、

加压结晶等
。

9
.

制备
、

加工及其他技术
:

纳米 技术
、

复合材

料技术可制备出智能材料
、

超导材料
、

隐身材料和

耐高温
、

高强度
、

高 硬度
、

抗腐蚀的材 料
。

其他先

进技术还有高聚物改性技术
、

复合材料技术
、

精细

加工技术
、

材料成型技术
、

化工模拟技术
、

复配技

术
、

计算机化工应用技术
、

超高温超低温技术和高

真空超高压技术等
。

1 0
.

多功能化工设备
:

新型化工设备将在一个

设备 中实现不 同功能
,

达到高选择
、

高转化率
、

节

能和减少污染的 目的
。

如 甲烷部分氧化为 C O 和

H :

生产中
,

存在着热力学限制
,

而增加压力又使

甲烷平衡转化率下降
。

若采用膜反应器
,

使化学

反应与分离在同一设备 中完成
,

可克服热力学 限

制
,

在较低温度下获得较高的甲烷转化率
。

n
.

绿色化学技术
:

是用物理和化学的技术和

方法去设计
、

研制对人类健康
、

社会安全
、

生态环

境无害的化学 品和工 艺
。

其 目的是不再 使用有

毒
、

有害物质
,

不再产生废物
,

从 源头阻止化学污

染
,

从而确保化工清洁生产
。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在制造技术与工艺路线上

同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

这一方面是

受我国化学工业整体发展水平低下 的影响
,

另一

方面受我们专业 的橡胶助剂研发力量匾乏
、

研发

水平不高的制约
。

落后 的制造技术和工艺也是导

致我国橡胶助剂产品水平
、

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

我国加人 W T O 后
,

化工行业面临严峻挑 战
。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
,

化工行业在知识产权保护
、

15 0 14 0 0 0 体系认证
,

以及相关管理责任与承诺等

方面要主动行动
,

逐步与 国际接轨
。

要增强专利

意识
,

开发 出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 的产 品和技术
。

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

通过与国际大化工

公司合作
,

尽快融人到世界化工潮流中去
,

缩小我

们同发达国家 的技术差距
。

同时
,

还要开展技术

前瞻研究
。

就我 国橡胶助剂工业来说
,

开展技术

前瞻研究
,

就是要适应橡胶工业发展的要求
,

就是

要把握当前各项技术研究的状 况 (包括基础 理论

和技术开发 )
、

未来研究开发的展望和可能遇到的

问题
、

各项技术路线 的费效比
、

市场前景
、

国际竞

争力
,

并明确 自己 的强项和弱项
。

这是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或企业必须重视的
。

应该看到
,

低水平

的重复建设
,

混乱的市场竞争 已经严重地阻碍 了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的发展
。

因此
,

不断强化我们

对 当前技术未来发展趋 势的预测能力
,

做到合理

布局
,

优化结构
,

是增强竞争优势 的关键
。

3
.

3 市场前景

国际橡胶研 究组织 ( IR S G )认 为
,

中国橡胶

工业在整体经济和世界橡胶产业 中具 有战略重

要性
,

长 期发展 前景 看好
。

最 近几 年 中国橡胶

工业的发展 给世 界 留下了 深刻 印象
,

其总 体橡

胶消费的平 均增 长率从 1 9 6 0 年 开始 一直保持

在 8 %
,

是 全 球 平 均值 3
.

4% 的 2 倍多
。

2 0 0 3

年
,

中国橡 胶消 费总量 超过 3 00 万 t
,

成 为全 球

最大橡胶消 费国
,

占全球 橡胶 消 费的 比例激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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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 S G预测到 2 02。 年
,

中国橡胶 消费

量将达到 75 0 万 t
,

占世界橡胶 消费总量的 35 %

一 4 0 % ;
中国轿 车胎 和载 重汽 车轮胎 产量 均将

达到 1 亿条
。

10 年后
,

中国将成 为世界 上最大

的载重汽车轮胎生产国
。

目前全 国各省 (除西藏
、

青海外 )均有轮胎企

业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 国有 36 0 多家轮胎企业
,

其

中山东省就 占 1/ 3 左右
。

2 0 0 3 年全 国子午线轮

胎产量约 6 8 5 9 万条
,

其中载重子午胎 10 12 万条
。

预计 2 0 0 5 年国内载重子午线轮胎 的产量将达到

18 2 3 万条
。

最近几年
,

国内全钢子午线轮胎生产发展的

势头强劲
,

成为橡胶工业发展的热点和经济增长

点
。

表 1 对国内载重子午线轮胎所需的主要橡胶

助剂的用量进行了统计和估算
。

表 1 载重子午线轮胎中主要助剂的年消耗 t

助剂品种 2 0 0 3 年 2 0 0 5 年

防 4 0 2 0

防 R D

促 D Z

促 N O B S

H M T

N S

氧化锌

防焦剂 C T P

环烷酸钻

癸酸钻

增塑剂 A

塑解剂

粘合剂 R A

补强树脂

增粘树脂

均匀剂 4o M S

5 1
一

6 9

5 4 8 8

2 5 6 7

6 6 0
.

1 3

5 6 0

2 6 8
.

0 8

9 3 1
.

5 5

1 3 8 4 5
.

7 8

5 9 2

3 3 3
.

2

2 6 6 6

2 2 7 4
.

5

3 33
.

2

3 82 5
.

8

10 12

28 38

10 25 3 6

2 4 2 8
.

8

9 8 8 6

4 6 2 4

1 18 9 1 4

1 0 0 8
.

8 5

7 2 9
.

2

2 0 9 6
.

4 5

2 4 9 4 1
.

5 6

1 0 6 6

9 1 1
.

5

7 2 9 2

4 1 9 2
.

9

9 1 1
.

5

6 8 9 1
,

7

1 8 2 3

4 1 9 2
.

9

1 8 4 7

4 3 7 5
.

2

变 中
,

实现优胜劣汰
。

因此
,

对于助剂生产企业来

讲
,

必须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有清晰
、

准确的认识

和判断
,

研发与生产
、

销售紧密结合
,

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
,

适时而动
。

3
.

4 营销策略

橡胶助剂的销售与其它行业产品的销售有一

定的不同之处
。

橡胶助剂的销售不单纯是简单的

买与卖
,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使用
。

目前国内橡胶

助剂生产企业的市场营销人员很少有懂得橡胶产

品的加工工艺和配方的
。

这就导致在产品营销的

过程 中
,

无法对本企业产品的合理
、

有效使用提供

必要的指导和说 明
,

最终很难被用户所接受
。

未

来的营销策略应该是解决问题型的销售策略
。

也

就是说
,

在产品的行销过程 中
,

一方面对产品的基

本性能
、

特点能够解释清楚
,

另一方面是对如何使

用该产品
,

使用该产品能够达到的效果以及解决

的问题加以介绍
。

这是销售成功与否的关键
。

荷兰 D S M 公司是专业生产己 内酞胺 的国际

知名的化工企业
。

他们在己 内酞胺 的销售过程 中

不仅仅考虑到以 己 内酞胺 为原 料生产帘线 的情

况
,

更深人研究 了用 D S M 的 己内酸胺制造 的帘

线
,

如何在轮胎中使用 以及对轮胎性能 的影 响
。

正是有了这种先进的营销理念
,

才使得 D S M 公

司的产品行销全球
。

D S M 公司的销售思路值 得

国内橡胶助剂生产企业借鉴
。

未来市场营销的效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产品的售后服务
。

因此
,

助剂生产企业不单 能

够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产品
,

更应在技术服 务上 多

下功夫
。

从表 1 可以看 出
,

到 2 0 0 5 年
,

仅载重子午线

轮胎生产需要消耗橡胶助剂 的量将超过 8 万 t
。

而整个国内轮胎行业实际消耗的橡胶助剂的量将

超过 20 万 t
。

以上分析仅仅是对针对国内消耗
,

如果计算 出 口量
,

则橡胶助剂的产销量将更大
。

从 以上的分析与预测来看
,

橡胶 助剂 的未来

发展可以概括为
:

前途光明
,

道路曲折
;机遇无限

,

竞争激烈
。

市场需求 的增长
,

必将刺激市场供给

的力度加大
,

从而使有限的市场需求
,

被激烈的竞

争所控制
。

最终在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相互转

4 结语

本文对 国内外橡胶助剂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进

行了简单的分析和预测
。

从适应橡胶工业特别是

轮胎工业发展的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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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

市场竞争 中
,

机遇与挑战并存
,

效益与风险同在
。

只有对现有及潜在的市场有清醒的认识
,

只有具

有先进性
、

时效性
、

实用性的产 品
,

只有具有先进

的管理和营销理念 的企业 才能够得 以 生存和发

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