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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齐鲁股份有限公司橡胶厂 淄博 5 5 24 3 8 )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 的不断推进
,

世界合成

橡胶的生产及市场也在加速向全球化发展
。

在过

去的几年中
,

由于轮胎业及其他橡胶加工业 向亚

太地区及东欧等地 区的转移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发

展
,

经过一系列的兼并
、

重组
、

合资及跨国投资等

活动
,

使得世界合成橡胶生产能力的分布
、

供需情

况及产品结构均发生 了较大变化
。

l 世界合成橡胶供需概况

1
.

1 生产能力

世界主要地区合成橡胶生产能力见表 1
。

世界合成橡胶各品种生产能力见表 2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世界合成橡胶生产 能力增

长较快的主要是聚丁二烯橡胶和乙 丙橡胶
,

而丁

苯橡胶
、

异戊橡胶和丁睛橡胶则呈现负增长
。

异

戊橡胶生产能力的减少主要受俄罗斯生产能力变

化的影响
,

因为俄罗斯的异戊橡胶生产能力 占世

界生产能力 的 60 %
,

另外天然橡胶产量的增加也

是一方面因素
。

丁苯橡胶生产能力的减少则主要

是欧洲
、

美国和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关 闭了部分乳

聚丁苯橡胶生产装置或缩减了生产能力
。

如美国

A m e r i p o l S” p o l 公司 2 0 0 2 年关 闭了在美国 9 万 t

的生产装置
,

日本合成橡胶公 司及瑞翁公司也缩

减了部分乳聚丁苯橡胶生产能力
。

1
.

2 产量

据国际橡胶研究组织的统计
,

2 0 0 2 年世界合

成橡胶产量为 1 0 8 7 万 t
,

与 2 0 0 0 年产量持平
,

较

2 0 01 年的 1 0 4 7 万 t 增加 了 3
.

6 %
。

其中亚太地

区增长 5
.

3 %
,

北美地 区下降 0
.

2 %
,

欧共体中英

国和德国分别增长 3
.

7 %和 。
.

2 %
,

其他国家均有

不同程度 的下降
。

2 0 0 3 年 1一 10 月份
,

世 界合

成橡胶产量 达到 9 43
.

14 万 t
,

较去年 同期增 加

4
.

3%
。

增幅较大的主要是亚太地区
,

包括 中国
、

日本
、

泰国
、

印度
,

俄罗斯
、

英国
、

德国
、

南非和阿根

廷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

世界主要 国家合成橡胶产

量统计见表 3
。

1
.

3 消耗量

世界合成橡胶各胶种消耗量见表 4
。

表 1 2。。 3 年世界主要地区合成橡胶生产能力

国家或地区 生产能力 /万 t

北美

拉丁美洲

欧洲

亚太地 区

中东和非洲

合计

2 9 7
.

5

8 2
.

4

4 3 9
.

3

3 9 2 4

1 4
.

3

1 2 2 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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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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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世界 合成橡胶 生产能力 万 t

19 9 9 2 0 0 0

川548630

丁苯橡胶
`

聚丁二烯橡胶

异戊橡胶

乙丙橡胶

丁基橡胶

氯丁橡胶

丁睛橡胶

世界合计

5 0 1
.

3

2 9 9
.

4

1 3 9
.

1

1 1 3
.

6

8 2
.

5

3 0
.

8

5 1
.

7

1 2 1 8
.

4

5 0 2
.

8

2 9 9
.

4

14 0
.

9

10 9
.

3

8 4
.

2

30
.

8

5 1 1

1 2 1 8
.

5

2 0 0 1

4 70
.

1

3 0 5
.

5

10 7
.

4

1 16 6
.

3

2 0 0 2

4 5 5
.

0

3 0 6
.

9

7 8
.

1

1 1 1
.

8

9 0
.

2

3 0
.

8

4 7
.

4

1 1 2 0
.

1

注
:

资料来源于 n S R P 统计资料
; * 不包括梭基丁苯胶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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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0 2一 0 0 2 3年世界合成橡胶产 t统计 表 4 世界合成橡胶各胶种 消耗量 万

222。 。 2年

lA0l0 s z飞飞 }
2。“ 2年

黑飞飞
加加拿大 5 1

.

0 1 1 2
.

1 888

{
波兰

8
·

0 7 7
·

555 8

美美国 1 25
.

0 1 27 7
.

4 333

}矍兰哭亚
`

·

4 9 ’
·

“ 333

阿阿根廷 4
.

8 24
.

7 888 }俄翌铆
” ,

·

” 0 ” 7
·

””

巴巴西 3 8
.

2 4 3 3
.

3 000

}主是开
.

1
·

5 5

子
7 999

墨墨西哥 18
.

18 15
.

6 555

}空竺砰吞
“

· “ ” 艺
·

`。。

奥奥地利 0
.

5 0 0
.

4 333
} 欧洲其他他

比比利时 10
.

4 0 8
.

7 000

{ 南非
_

.

6
·

” “ “
·

7””

芬芬兰 4
.

0 0 3
.

3 555

} 澳大利亚
。

·

8 ` 。
·

“ ““

法法 国 6 8
.

1 0 5 9
.

8 333
1宁

国 “ 3
·

2 9 ` 0 2
·

4 666

德德国 8 6
.

9 2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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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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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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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1年
(实际量 )

2 0 0 2 年
(估测 )

2 (〕 0 6 年
(预测 )

丁苯橡胶
`

聚丁二烯橡胶

乙 丙橡胶 ( E P D M )

氯丁橡胶 ( C R )

丁睛橡胶 ( N B R )

其 它合成橡胶

独联体合成橡胶

合成橡胶合计

天然橡胶合计

合计

合成橡胶所 占比例 /%

2 9 6
.

0

18 9
.

1

8 4
.

1

2 7
.

5

3 2
.

1

1 0 5
.

9

4 3
.

9

7 78 6

70 2
.

3

14 80 9

5 2
.

6

2 9 8 ]

1 9 1
.

0

8 5
.

4

2 7 6

3 3
.

0

l () 6
.

2

斗 5
.

9

7 8 7
.

1

7 14
.

6

15 0 1
,

7

5 2
.

4

3 18
.

3

2 18
.

0

10 1
.

2

2 9 6

3 7
.

7

11 7
.

3

5 2
.

9

9 0 5
.

0

7 9 9
.

6

1 7 0 4
.

8

5 3
.

1

注
:

资料来源于 H S R P 统计资料
;

` :

不包括丁苯胶乳
。

2 国内合成橡胶供需概况

2
.

1 生产能力

我国合成橡胶生产能力见表 5
。

表 5 我国合成橡胶生产能力川 万 t

生产厂 丁苯

3
.

0 ( 3 )

13
.

0

华
污

。

U

乙 丙 丁睛 氯 丁 丁苯 ` “ ’
胶乳

30301817此及燕山

齐鲁

高桥

岳阳

茂名

小计

大庆

兰化

锦州

0
.

3

0
.

5

5
.

3

_

.3 。

1 9
.

0 羔

中国石化集团

5
.

0

)门,J,反H之30
吉化

独 山子

小计
申华

长寿

山西

其它

小计

2
.

0

顺 丁

1 2 0

3
.

5

8
.

0

3
.

0

1
.

0

2 7
.

5

5
,

O

5
.

0

2
.

0

1 2
.

0 2
.

9

中石油国集团

; ;其他

5
.

2

3
.

4

总计

5
.

2

3 9
.

5 3
.

0 2
.

0 2
.

9 3
.

4 1 2
.

3

10
.

0

1
.

斗

2
.

0

5
.

2

1 8
.

6

1 0 4
.

6

注
:
( 1 )不包括 SB S ; ( 2 )折干胶

; ( 3 ) 溶聚丁苯橡胶

2
.

2 产 l

2 0 0 2 年我国合成橡胶产量为 78
,

47 万 t
,

比

上年增长了 2
.

2%
。

其 中产量最大 的是丁苯橡胶

和聚丁二烯橡胶
,

分别为 3 6
.

3 万 t 和 33
.

75 万 t
。

产量增幅最大的是丁基橡胶 和乙丙橡胶
,

分别增

长了 41
.

2% 和 3 3
.

3 %
。

2 0 0 3 年全 国产量 达 到

8 9
.

8 万 t
,

较上年增长 14
.

4 %
。

增 幅最大 的是丁

睛橡胶和丁基橡胶
,

分别增 长 75
.

7% 和 25
.

6%
,

其次是顺丁橡胶和丁苯橡胶
,

分别增长 1 6
.

7 %和

12
.

4 %
。

2 0 0 0 ~ 2 0 0 3 年 我国主要合成橡胶 品种

产量见表 6
。

表 6 2 0 00 一 2 0 03 年我国合成橡胶各品种产量 万 t

470771216乙儿L丁苯橡胶

J顷丁橡胶

乙 丙橡胶

丁睛橡胶

氯丁橡胶

丁基橡胶

合计

2 0 0 0 年

2 9 11

3 1
.

3 4

0
.

7 3

2 0 0 1 年 20 0 2 年

3 6
.

3

3 3
.

7 5

2 0 0 3 年比上
年增 长 / %

25415020003335.1..24

0
.

8 6

3
,

0 5

0
.

4 1

6 5
.

5

2 0 0 3 年

4 0
.

8

3 9
.

3 7

2
.

0 4

1
.

3

3
.

59

0
.

4 2

7 6
.

7 8

2
.

0

0
.

7 4

3
.

5 3

2 1 5

7 8
.

4 7 晶
.

飞 :)
`

:
注

:

不包括 S BS
,

2 0 0 3 年我 国 S B S 产量 为 2 2
.

4 4 万 t
。

2
.

3 消耗量

2 0 0 2一 2 0 0 3 年我国合成橡 胶表观 消费量 见

表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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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 0 2一 20 0 3 年我国合成橡胶表观消费量 (’ ,

产量 进 口量 出曰量 表观消费量

2 0 0 2
增长率 / %

36
LO17.0232222.2丁苯橡胶

顺丁橡胶

乙丙橡胶

丁睛橡胶

氯丁橡胶

丁基橡胶

合计

3 5
.

6 6

3 3
.

7 5

2
.

0

1
.

3

3
.

5 3

2 1 5

7 9
.

0 3

40
.

8

3 9
.

3 7

2
.

0 4

1
.

3

3
.

5 9

2
.

7

8 9
.

8

2 2
.

4 3

5
.

7

3
.

4 6

5
.

5 4

2 ] l

5
.

54

4 1
.

3 1

2 0 0 3

1 5
.

8 5

8
.

7

4
.

5 3

7 1 8

2
.

2 2

8
.

3 5

4 6
.

8 3

2 0 0 2

1
.

7

2
.

9 8

0
.

12

0
.

0 2

0
.

0 7

1
.

0 1

5
.

8

2 00 3

0
.

72

3
.

0

0
.

0 3

0
.

] 5

0
.

0 9

1
.

0 3

5
.

0 2

5 5
.

7 6

3 6
.

4 7

5
.

3 4

6
.

8 2

5
.

5 7

6
.

6 8

1 1 4
.

5 4

5 5
,

9 3

4 5
.

0 7

6 5 4

8
.

3 3

5 72

1 0
.

0 2

1 3 1
.

6 ]

50
.

0

1 4
。

日

注
:
( ” 不包括各种胶乳产品

。

由表 7 中看出
,

2 0 0 3 年我国丁苯橡胶表观消

费量为 55
.

93 万 t
,

与 2。。 2 年基本持平
,

但这并不

意味着国内丁苯橡胶市场已经饱和
,

而是在多种

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表面现象
。

首先是 由于受到丁

苯橡胶反倾销的影响
,

减少了进 口量 ;其次是受 国

内生产能力的限制
,

尽管国内丁苯橡胶生产装置

已经在超负荷生产
,

仍然不能满足下游企业 的需

求
; 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其他胶种的替代

,

由于丁苯

橡胶供不应求
,

许多下游企业不得不调整配方
,

改

用顺丁橡胶或天然橡胶
。

2 0 0 2 年
,

我 国顺丁橡胶

表观消费量为 37
.

35 万 t
,

2 0 0 3 年则达到了 45
.

07

万 t ,

较上年增长了 17
.

13 %
,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丁苯橡胶的供需矛盾
。

3 世界合成橡胶市场区域分布情况

近年来
,

世界各大主要合成橡胶生产商为了

增强企业 和产品的竞争能力
,

逐步向全球化
、

专业

化发展
。

在过 去的几年里
,

德国拜耳公 司
、

荷兰

D S M 公 司
、

日本瑞翁公司
、

美 国杜邦公 司以及意

大利的 P ol im er i 等公 司均进行 了一系列 的兼并

及重组活动
。

拜耳公司收购了加拿大的聚合物公

司 ; 日本 瑞 翁公 司 收购 了英 国 B P 化学 公 司 的

N B R
、

美国古德里奇 公司的 N B R 及丙烯酸酷橡

胶
; D S M 公司收购 了美 国的共聚物公司

; 杜邦公

司与陶氏合并 了 E P 与 C R 事业
; 意大利 埃尼公

司收购了法国的 C R 装置
,

最 近又将该公 司的合

成橡胶事业部整体 (包括在法国和英 国的装置 )卖

给了 P ol im er i 公司
。

美国 IS P 公司收购了世界最

大 的乳 聚 丁 苯 橡 胶 生 产 装 置—
A M E R IP O L

S Y N P O L 公司
,

德国 S yn ht o m e r 公司在世界各地

已拥有 6 套丁苯胶乳装置
,

近期又 收购 了荷兰的

两套地毯丁苯胶乳装置
。

在亚洲地 区
,

近年来泰国
、

印度均建设了丁苯

橡胶装置
,

我国的丁苯橡胶装置也进行扩能
,

并处

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

欧美地 区由于市场份额及出

口量的减少而关 闭了部分装置
,

如德 国休尔斯关

闭了一套 1 4 万 t 的 E S B R 装置
;
美 国 A m e r i p o l

S y n p o l公 司 2 0 0 2 年关闭了一套 9 万 t 的 E S B R

生产装置 ; 日本缩减了 E S B R 的生产能 力
。

预计

今后某些胶种
,

例如乙丙橡胶
,

溶聚丁苯橡胶
、

硅
、

氟橡胶
,

丁苯胶乳等产品的生产能力将逐步向亚

洲地 区转移
。

世界丁苯橡胶
、

聚丁二烯橡胶 目前基本形成

了两大群体
,

其一为世界少数典型 的大型合成橡

胶生产企业
,

另一群体则是 以我国和亚洲为中心

的低成本合成橡胶制造企业
。

西欧和北美地区生

产的 S B R
、

B R 基本上是本地 区消耗
,

我国由于橡

胶加工业的迅速发展
,

则进 口 了大量俄罗斯
、

韩国

及 日本胶
。

虽然也从西 欧和北美地 区有少量进

口
,

但主要是 国内急需的稀有品种
。

世界丁基橡胶市场 目前主要被拜耳公司和埃

克森两大生产商 占领
,

日本合成橡胶公司 (与埃克

森合资 )和俄罗斯也有少部分生产能力
。

丁睛橡胶市场则主要被拜耳公司和 日本瑞翁

公司占据
,

D S M 公司
、

韩 国锦湖石化
、

日本合成橡

胶公司
、

日本瑞翁公司
、

美国固特异公司以及国内

兰化
、

吉化等厂家也 向市场提供一定量 的丁睛 橡

胶
,

但氢化丁睛橡胶市场几乎被 日本瑞翁公司独

家占领
。

世界乙 丙橡胶 的主要 生产商是德 国拜耳 公

司
、

美 国 D SM 公 司和杜 邦 /陶 氏化学 弹性 体 公

司
。

亚洲地 区主要 生产厂家有 日本合成橡胶公

司
、

三井公司
、

住友公司以及国内的吉化公 司等
.

但全球 乙丙橡胶价格基本由拜耳公 司
、

D S M 公司

及杜邦 /陶氏公司所控制
。

氯丁橡胶的主要生产商是美国杜邦 /陶氏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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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体公 司
、

德 国拜耳公司
、

日本昭和电工
、

电器化

学工业 公司等
,

国内生产企业有重庆长寿化工有

限责任公 司和山西合成橡胶集 团有限公 司
。

杜

邦 /陶氏公 司在世界氯丁橡胶市场竞争 中占据 了

举足轻重的地位
。

异戊橡胶生产 商主要集中在俄罗斯
,

约 占世

界生产能力的 60 % 以上
。

日本瑞翁公司
、

日本合

成橡胶公司
、

德 国壳牌化学公 司及美 国固特异公

司也有少量生产能力
。

但由于天然橡胶产量的增

加
,

异戊橡胶 的消耗量在下降
。

世界氟橡胶 的主要生产商为 日本大金公司
,

信越化学公司
,

美国杜邦 /陶氏弹性体公司及 D y
-

en
o n 公司等

。

国内生产企业有 上海 三爱富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

四川晨光研究 院等
。

由于氟橡

胶所具备的独特性能
,

氟橡胶的市场 正在进一步

扩大
。

硅橡胶的代表性企业是美国道康 宁公 司
、

美

国 W ac k e r 硅橡胶公司
、

日本信越化学工业公 司
、

日本东芝有机硅公司及 日本合成橡胶公司等
,

世

界大部市场被美国道康宁公司及美 国 W ac k er 硅

橡胶公司所占领
。

4 产 品结构变化情况

世界各大合成橡胶公 司近年来不断地调整经

营战略
,

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产品结构
。

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使产品牌号细化
,

向专业 化
、

差别化发展
,

另一方面则缩减品种牌号
、

剔除市场

需求量小
、

经济效益差的产品牌号
,

以争取效益的

最大化
。

在美国
,

开发 出一种新型牌号 的橡胶产

品后
,

如果一年时间内打不开销路
,

该产品即被废

弃
。

许多企业几乎年年都有新 的产 品诞生
,

而同

时又有老的产品退出历史舞台
。

4
.

1 丁苯橡胶

丁苯橡胶作为世界上 消耗量最大的胶种
,

近

年来产品结构有了较大变化
。

乳聚丁苯橡胶产品

牌号发展的特点主要集 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

4
.

1
.

1 较高充油份数 (充油 50 份 )

如 日本 瑞 翁 公 司 的 N I P O L 9 5 2 6
,

N I P O I
碑

9 5 2 9 ; 日本合成橡胶公 司的 J S R 1 7 1 4
,

美 国 I S P

公司的 A M E R IP O L 1 7 13( 充环烷油 ) 等
,

由于牵

引性能好
,

适用于高性能轮胎
,

市场前景看好
。

4
.

1
.

2 较 高苯 乙 烯 含量 (结 合苯 乙 烯 30 % 一

4 6 % )

如美国 I S P 公司的 A M E R I P O I
碑

17 2 1
,

8 4 0 1
,

美 国固特异 公司 的 15 1 3
,

道 / B S L 公 司 的 巧 1 6
、

S E S
一

5 82 O (F 用于改善抗湿滑性
,

结合苯 乙烯 31
.

5 ) S B 1 7 2 1 和 S B 1 7 2 1 S ( 结合 苯乙烯 4 0
.

0 )等
,

适

用于高性能轮胎
。

齐鲁橡胶 厂开发的 S B R 1 7 21 经 国内合资企

业测试鉴定
,

各项指标均达到进 口产品标准
,

并在

相关企业应用取得很好效果
。

4
.

1
.

3 溶聚丁苯橡胶近年来推 出的新产 品主要

是锡偶联化学改性品种及硅偶联母炼胶

如美国道化学公司的锡偶联 S S B R S E S L R
-

4 6 0 1
,

S E S L R
一

4 6 10 ( 良好的抗湿滑性
,

适合 于胎

面和全 天候 轮 胎 )
,

S E 5 1
_

R
一

6 6 10
,

S E S I
J

R 6 4 1 O

(适用于 高性能轮胎 ) ; 日本旭 化成公 司 的 A sa
-

p r e n e E (充环烷油 1 0 份 )及 T u fd e n e E (充高芳烃

油 3 7
.

5 份 )系列硅偶联母炼胶 等
; 日本合成橡胶

公司的 D y n
ar

o n 氢化 丁苯橡胶 ( 用于 聚烯 烃改

性 )等
。

4
.

2 聚丁二烯橡胶

聚丁二烯橡胶是 目前世界上仅次于丁苯橡胶

的第二大胶种
,

近年来产品消费结构变化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4
.

2
.

1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的消耗 比例 逐渐增

大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过 去主要用 于塑料 改

性
、

制鞋及其他透明工业制品
,

近年来在轮胎胎面

及轮胎子 口胶方面的消耗量有了明显增长
,

尤其

用于高性能轮胎的制造
。

4
.

2
.

2 稀土 系聚丁二烯橡胶受到青睐

稀土胶顺式含量 比较高
,

耐磨耗
、

耐疲劳
、

耐

低温
、

粘着性及拉伸性能均优于普通顺丁胶
,

用于

轮胎可改善抗湿滑性
,

并降低滚动阻力
,

适合制造

高性能轮胎
。

此外
,

由于稀土催化剂活性较高
,

将

有利于生产装置的节能降耗
。

近年来
,

稀土胶在

世界轮胎企业备受关注
,

如轮胎巨头米其林在国

外的轮胎企业使用 了大量的稀土胶
。

随着市场的

发展
,

世界上两大稀土顺丁橡胶生产企 业拜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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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埃尼公司不断扩大产能
。

如拜耳公司已拥有

一套 8万 t生产能力的稀土胶生产装置
,

还计划

建设一套新的年产 6 万 t 钦系生产装置
。

4
.

2
.

3 塑料改性 用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品种不

断推出

塑料改性用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过去主要是

日本合成橡胶公 司生产一种镍系高顺式聚丁二烯

橡胶用于塑料改性
,

我国燕 山石化公司也 间断续

生产了一部分镍系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供 国内市

场使用
。

近年欧美国家陆续推出了塑料改性用钻

系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品种
,

从而开拓了高顺式

聚丁二烯橡胶的应用领域
,

典型产品有拜耳公司

的 B u n a B C B 1 4 0 0 系列及 T a k t e n e 12 0 0 系列钻

系高顺式聚丁二烯 橡胶 和美 国道化学公 司的 S E

B R
一

1 2 0 2 钻系高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

4
.

2
.

4 I’ed 规高 l , 2
一

聚丁二烯 ( H S P B d
一

1
,

2 )橡胶

日本合成 橡 胶 公 司 目前 生 产 四 种 牌 号 的

H S P B d
一

1
,

2
。

该聚合物含有规 整度 为 50 ~ 70 的

富有结 晶的区域 和结 晶区
,

以大嵌段结构组成
。

其中结晶相为硬段
,

非 晶相为赋予橡胶弹性的软

段
。

H S P B d
一

l
,

2 主要作 为非交联 和交联两种材

料使用
。

在非交联材料方面
,

因为它不易破损且

具有优 良的透气性
,

可用作新鲜食品的包装材料
,

且不含有其它填料
,

不必担心会对食品产生污染
,

在焚毁处理过程中
,

也不产生对环境 的污染
。

在

医疗上
,

已确认其对可溶性脂肪药物无吸附作用
,

且比 L P P E 更亲软
,

更透明
,

将会有较大发展
。

在

交联材料方面
,

利用其对紫外线的敏感性
,

可作感

光材料 ;通过巧妙地利用 日光和热的反应性
,

制作

发泡材料 ; 还可利用其高交联度和透明性
,

制作热

固性材料 (如制作光学唱片等 )
。

4
.

3 乙丙橡胶

乙丙橡胶 近年来最受人们关注的是茂金属

催化剂制乙丙橡胶
。

如美 国杜邦陶氏弹性体公司

已推出了十多个牌号的茂金属催化剂制乙丙橡胶

产品
,

广泛用于轮胎内胎
、

电线电缆
、

模压挤出制

品
、

热塑性材料改性等
。

采用茂金属催化体系可

以有效地控制相对分子量分布
,

分子结构以及共

聚单体在分子链 中的排列方式
,

从而降低产品中

残留催化剂和凝胶量
,

满足高表 面性能和连续薄

壁挤出工艺的要求
。

杜邦陶氏弹性体公 司还使用

限定几何构型的茂金属催化剂
,

工业化生产了商

品名为 E n g a g e 的乙烯
一

辛烯共 聚弹性体
,

辛烯质

量分数 为 0
.

20 ~ 0
.

40
,

门尼 粘度 M L (1 + 4)

1 00 c 为 5 ~ 35
,

相对分子质量分布窄
,

可用过 氧

化物
、

硅烷或辐射法进行交联
,

得到具有优异的物

理性能和热稳定性的制品
,

可替代 E P R 用于电线

电缆
、

汽车工业
,

或替代 乙烯 一醋酸乙 烯醋共聚

物
、

P V C 等用于制造软管
、

异型材料及衬垫
,

可作

为 P P
、

P E 和热塑性聚烯烃的抗冲改性剂
,

还可用

于制造透 明挤 出制 品以 及人造革等压 延涂胶织

物
。

此外
,

该产品抽提性很小
,

生物相容性优于传

统橡胶
,

因此可用于医用橡胶制品领域
。

E n g a g e

弹性体 自投产以来
,

年需求量成倍增长
。

国内吉化公司 目前 已能生产 12 个牌号 的双

力牌乙丙橡胶
,

并 己得到 国内用户 的普遍认 可
,

2 0 0 3 年产量超过 2 万 t
,

市场前景看好
。

4
.

4 丁基橡胶

美 国埃克森公司和德国拜尔两大公司目前在

世界丁基橡胶的生产上处于垄断地位
,

同时在新

产品开发上也居于领先地位
。

如埃克森公司近年

新开发 的星型支化型丁基橡胶新产品系列 ( B ut y l

S B 4 2 6 6
、

4 2 6 8
,

B u t y l S B C S O6 6
,

B u t y l S B B 6 2 2 2
、

6 2 5 5 等 )牌号 已投人市场
,

其加工性 能远 优于普

通丁基橡胶和卤化丁基橡胶
。

B ay er 公 司开发了

由异丁烯
、

异戊二烯和 甲基苯乙烯共聚的三元共

聚物
,

其透气率较普通丁基橡胶降低 30 %
。

在新

工艺方面
,

拜尔公 司正在着力开发可直接制造卤

化丁基橡胶的技术
;据报道

,

美国埃克森公司开发

的新型三相聚合反应器可降低能耗 20 %以上
,

节

约投资 30 % 以上
。

4
.

5 丁睛橡胶

拜耳公司和瑞翁公司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丁

睛橡胶生产商
。

近年来引人注 目的则主要是氢化

丁睛橡胶和梭基 丁睛 橡胶
。

瑞翁 公司将质量特

性
、

聚合物结构因素和主要聚合工艺 条件进行综

合
,

根据用户要求设定质量 目标值
,

生产的 D N 系

列 N B R 相对分 子质量分布窄
、

非橡胶 组分含量

低
,

耐油 性和耐寒性得到更好 的平衡
,

硫化速度

快
,

强度和耐磨性好
,

颇受市场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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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公司将 乙烯类共聚物和聚偏二氯乙烯经

分子设计后熔融共混
,

生产出了分子级相容
、

单相

结构的可熔融加工的 lA cr yn 弹性体
,

其耐热
、

耐

油和耐寒等性能优于或相当于中高睛 N B R
。

5 前景分析

从世界各大胶种的总体情况来看
,

乙丙橡胶
、

溶聚丁苯橡胶
、

氢化丁睛橡胶的需 求量将 以较快

速度增长 ;氯丁橡胶发展缓慢
;乳聚丁苯橡胶在北

美及欧洲地区增长幅度很 小
,

而在亚太地区仍将

有较大幅度增长
。

氟橡胶
、

硅橡胶
、

氯醚橡胶等特

种橡胶的需求也将会逐步增加
。

据国际 合成 橡胶 生 产者 协 会预 测
,

2。。O 一

2 0 0 5 年全球橡咬消费增长率为 2
.

6%
,

到 2 0 0 5 年

全球橡胶总消费量将达到 174 1
.

6 万 t
。

合成橡胶

消费增 长率预计 为 3
.

5 %
,

到 2 0 0 5 年消 费量 为

94 1
.

5 万 以不包括 T P E 和梭基丁苯胶乳 )
。

预计

合成胶消费增长最快的将是我 国和独联 体
,

分别

为 1 2
.

2 %和 5
.

8 %
。

预计增长最快的胶种则是乙

丙橡胶
,

增 长率为 3
.

7 % ; 其 次为 丁苯胶
,

3
.

0 % ;

聚丁二烯为 2
.

5 %
。

从我 国汽车
、

轮胎工业及其

他橡胶加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
,

我国合成橡胶消

耗量的快速增长亦是必然趋势
。

据国家机械工业

部预测
,

2 0 0 5 年我 国汽车产量将超过 50 0 万辆 ;

据不完全统计
,

预计截止 2 0 0 5 年我国将新增子午

胎产能约 7 0 0 0 万条 ; 国家正在实施的三峡工程
、

南水北调工程
、

西气东输工 程
、

青藏铁路工程
、

西

电东送工程及北京奥运会工程
,

总投资 1 0 0 0 0 亿

元
,

这将给工程轮胎及各种胶管
、

胶带等橡胶制品

带来巨大的潜在市场
。

此外
,

制鞋及其他橡胶制

品应用领域对合 成橡胶的需求量也将有较大增

长
,

预计 2 0 0 5 年国内合成橡胶 (不包括 S B S 等热

塑性弹性体 )需求量将达到 1 60 万 t 左右
,

年均增

长率 10 % 以上
。

随着我国橡胶工业的快速发展
,

对 合成橡胶

的产品品种和产品质量也将会提出更高 的要求
,

除 目前国内生产的几大通用合成橡胶 品种外
,

溶

聚丁苯橡 胶
、

低顺式聚丁二烯橡胶
、

氢化 丁睛橡

胶
、

卤化丁基橡胶 以及各种特种橡胶 的需求量将

会进一步增加
。

此外
,

橡胶原材料 的生产 与应用

正在向着环保
、

节能的方向发展
,

如非污染型防老

剂的使用
,

不含亚硝基胺 的乳聚丁苯橡胶 的生产

与应用
,

非致癌性填充油的使用
,

等等
。

作为合成

橡胶原料的石油在精制
、

分离过程中向大气排 出

大量的 C O
:

气体
,

而且石油资源的有限性也将会

威胁到橡胶材料的未来
。

研究开发非石油橡胶材

料已在世界橡胶业作为重要议题被提了出来
。

日

本加藤事物所近期列 出了 56 种减少环境污染用

于生产合成橡胶及助剂的非石油原材料
。

着眼于

开发环保型橡胶及助剂
,

是合成橡胶业及橡胶加

工业的一项长期 而艰 巨 的任务
,

也 呈维护生态环

境
、

造福子孙后代的历史使命
。

《国内外橡胶制品配方手册 》优惠销售

为满足广大技术人员的需要
,

我站特举办《 国

内外橡胶制品配方手册 》优惠销售活动
,

每套原价

30 。 元
,

现优惠价 2 00 元 (含邮费 )
。

欢迎广大业

内人士踊跃订购 !

银行汇款请汇至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 院科

研部
,

开 户行
:

北 京 市工 行 永 定路支 f o
.

帐号
:

0 2 0 0 0 0 4 9 0 9 0 0 3 3 0 0 9
一

5 3 (配方手册 )
。

邮局汇款请汇至全国橡胶工业信息总站
,

详

细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甲 19 号 北京橡胶

工业研究设计院内
,

邮编
: 1 00 03 9

。

联系人
:

杨 静

电话
:
( 0 1 0 ) 5 1 3 3 8 1 5 0

传真
:
( 0 1 0 ) 6 8 1 6 4 3 7 1

全国橡胶工业信息总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