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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橡胶助剂行业的发展概况(一) 

杜孟成，李剑波，马 松，王维民，马德龙 

(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 阳谷 252300) 

摘要：介绍国内外橡胶助剂行业的发展动态，对比国内外橡胶助剂工业的差距， 

阐述防老剂、促进剂、不溶性硫黄、新型加工助剂等主要橡胶助剂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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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橡胶助剂行业发展动态 

1．1 优势资源并购重组加剧，橡胶助剂生 

产更加集中 

长期以来，橡胶助剂生产相对集中在国外少 

数几家著名的化工企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日益显著，橡胶助剂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世界橡胶 

工业重心逐步向亚洲转移，橡胶助剂企业面临前 

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了摆脱困境，国外多家橡 

胶助剂企业经过多次并购整合，将优势资源进行 

重组，形成了美国首诺富莱克斯公司、德国朗盛公 

司、美国科聚亚公司及捷克艾格福公司四大橡胶 

助剂制造商。即使在这四大公司中，业务重组的 

现象也时有发生。例如，为强化橡胶化学品业务 

部的产品组合，2010年 11月，朗盛公司宣布收购 

富莱克斯公司主促进剂业务及抗硫化返原剂产品 

Perkalink 900业务。 

1．2 因环保法规限制而纷纷 向海外转移 

业务 

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 

“清洁生产”的发展理念，要求从生产的源头和整 

个过程及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实现清洁生产，引 

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世界发达国家对包括橡胶 

助剂等精细化学品的生产进行了调整和规划，并 

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规范。2003年欧盟 

提出了“未来化学品政策战略”白皮书，白皮书强 

调了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保护，宣布了重新评估 

一 些橡胶助剂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规定了 

达不到评估要求的产品不得在欧洲市场上销售。 

2006年，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 

制法规》(简称 REACH法规)分别通过欧盟议会 

和欧盟理事会的最终投票表决并正式颁布，2007 

年开始全面实施，该法规确定未能按期纳入管理 

系统的产品不能在欧洲市场上销售。 

迫于环保、生产成本和行业竞争的压力，各大 

橡胶助剂企业纷纷调整产品结构，并同时向海外 

尤其是亚洲转移部分业务。2003年，美国康普顿 

公司(即后来的美国科聚亚公司)在镇江建立丹阳 

康普顿化工有限公司，主要进行促进剂复配和造 

粒，以增强其在亚洲市场上的竞争力。2006年， 

朗盛公司在安徽设立合资企业生产环保型防老剂 

4020。2008年 6月，富莱克斯公司相继永久关闭 

了防老剂 RD、防焦剂 CTP和促进剂 D的生产装 

置，2009年在亚洲建立不溶性硫黄生产装置。 

2008年，韩国锦湖石化公司与重庆海因斯公司合 

作建立年产 5万 t不溶性硫黄生产厂。 

世界橡胶助剂的发展方向是围绕环保、节能 

和高效加快有毒有害橡胶助剂替代品和清洁生产 

工艺的研究开发。为改善橡胶加工操作环境，国 

外许多助剂大公司实现了橡胶助剂母粒化。 

2 国内橡胶助剂行业发展动态 

国内橡胶助剂工业起步晚，发展快，经过半个 

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五”“十一五”期间的高速发 

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部分主要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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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剂品种的产量不仅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有部 

分出口，一些产品如防焦剂 CTP、促进剂 NS、促 

进剂 CBS、防老剂 4010NA、防老剂 4020及硅烷 

偶联剂 Si69等的生产技术和品质已处于世界领 

先水平。技术的不断创新大大提高了我国橡胶助 

剂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橡胶助剂行 

业 已在世界橡胶助剂行业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 。 

2．1 技术创新和改良体系。成果丰硕 

2007年，在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橡胶助剂 

行业创建了以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 

依托的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搭建了 

科技进步的平台，各企业也纷纷建设企业技术研 

发中心，技术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2009 

年，建立了以企业为主的产学研、上下游共同参加 

的行业战略联盟，为解决行业存在的共性技术难 

点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平台。 

国内在引进国外橡胶助剂品种的同时，通过 

消化和吸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生产技术，提高了 

产品品质及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渐打造了一 

批国际知名品牌。RT培司是生产对苯二胺类防 

老剂的关键中间体，山东圣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对硝基苯一苯胺法技术改造，形成了 RT培司 

工业化清洁生产工艺，极大地推动了国内防老剂 

4010NA和4020的发展。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对防焦剂 CTP生产技术改良，产 

品质量已经达到甚至部分指标超过国际水平，产 

销量位居世界第一。南京曙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现已发展成为世界三大硅 

烷偶联剂制造商之一，其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2．2 产品向多样化和高档化方向发展。产 

量保持平稳增长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橡胶助剂工业已经形成 

了硫化剂、防护剂和加工助剂等功能、种类齐全的 

体系，在满足国内橡胶工业生产需求的同时还有 

部分产 品，如防焦剂 CTP、促进剂 NS、促进剂 

CBS、防老剂 4020及硅烷偶联剂 Si69等出口，今 

后其出口量仍将进一步增长。近年来，我国汽车、 

轮胎、橡胶制品等下游行业发展迅速，对橡胶助剂 

的需求快速增长，虽然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国内橡胶助剂产量依然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2010年国内橡胶助剂总产量 7O．1万 t，同比增长 

17．8 ，占世界橡胶助剂总产量的 50 以上，其 

中出口量占产量的 3O％以上。2011年我国橡胶 

助剂产能增加约14万t。无论是从橡胶助剂产量 

还是品质来说，我国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橡胶助 

剂工业的大国和强国。我国橡胶助剂行业的国际 

竞争力明显提高，已经在全球同行业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近几年我国橡胶助剂产量见表 l。 

2．3 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模式已见成效 。 

扩产浪潮再起 

近年来，国内橡胶助剂企业不仅在集约化和 

规模化方面发展迅猛，而且在产品品种方面也有 

很大变化，一些大中型橡胶助剂企业不再仅生产 

某一类产品。2O世纪末，国内最大的橡胶助剂生 

产企业销售额仅 2亿元，进入 21世纪后，企业的 

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产生的效应是 

显而易见的。据统计，2009年销售额在 5亿元以 

上的橡胶助剂企业有 6家，总销售额约 5O亿元， 

如山东圣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尚舜化工有 

限公司、天津市有机化工一厂和中国石化南京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等；销售额在 2亿元以上的生产 

企业有 17家，1亿元以上的企业集中度达 9O 。 

继 2006--2007年扩产热潮之后，2009年国 

内再次掀起了扩产浪潮 。山东凯雷圣奥化工有限 

公司为巩固其防老剂 4020的霸主地位，宣布投资 

18亿元将其 RT培司和防老剂 4020分别扩产 

1O万 t和 8万 t，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山东尚舜 

化工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了不溶性硫黄及防老剂 

RD装置；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巩 

固其防焦剂 CTP的龙头地位，新建的年产1万t 

防焦剂 CTP装 置 已投产 ，另外还 计划新 建年产 

3．5万 t的促进剂项目。各大公司纷纷扩产使得橡 

胶助剂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规模较小、产品品 

种单一且没有原料配套的橡胶助剂企业将逐步在 

绿色化工浪潮中被淹没。橡胶助剂产业结构调整 

初见成效。 

2．4 环保意识增强，绿色化工进程加快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行业大力倡导下，企业普 



2012年第5期 行业发展 ．11． 

遍重视有毒有害产品的替代，产品升级换代和结 

构调整的进程大大加快。2008年，防老剂 D和促 

进剂 NOBS已被列入国家高污染和高环境风险 

产品目录，其生产也基本得到控制。作为促进剂 

NOBS替代产品的促进剂NS和CBS已成为国内 

的主要促进剂品种，2010年促进剂 NS和 CBS的 

产量达到 8．9万 t，占促进剂总产量的 36 oA；替代 

秋兰姆促进剂 TMTM 和 TMTD等产品的促 

进剂TB TD 已形成产业化；硫黄给予体新 品 

DTDC替代二硫代氨基甲酸盐和吗啉类硫化剂的 

开发工作也取得进展。 

“三废”治理是制约橡胶助剂发展的瓶颈之 
一

，而其中废水处理又是重中之重。国家在“十一 

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强化环境保护意识，把 

能源、资源与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加强环 

保部门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和监管的有效性， 

积极发展绿色制造，走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这引起了行业的高度重视。行业组织实施了 

“橡胶助剂清洁生产和特种功能性助剂产品开发” 

国家科技支撑项 目，该项 目完成后可成功解决促 

进剂废水治理难的行业共性问题，必将极大地推 

进国内橡胶助剂工业的绿色化进程。 

3 国内外橡胶助剂工业的差距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化学工业远远走 

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在化学合成、制造技术方面 

新技术和新工艺不断推陈出新。尽管我国橡胶助 

剂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国外橡胶助剂 

工业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1)国内橡胶助剂品种单一，未形成系列化， 

产品质量不稳定，高性能产品不多。如国内高热 

稳定性不溶性硫黄市场仍然被国外公司所垄断。 

(2)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产品少，技术 

支撑体系不完善，一些技术水平含量低的品种成 

为小型橡胶助剂企业跟风的对象，产品同质化、低 

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3)三废治理措施和技术相对落后。橡胶助 

剂废水特别是促进剂废水治理难是世界公认的， 

传统的物化加生化工艺根本不能有效治理，因为 

有大量无机盐的因素，制约了生化的作用，而多效 

蒸发加生化工艺技术的应用可以彻底解决废水治 

理难的问题，但目前在行业还没有普及。 

(4)企业各 自为战，规模小，集约化经营水 

平低。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