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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1976 年 ,现为国

有大型一类企业。20 多年来 ,特别是“八五”以

来 ,企业以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为指导 ,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 ,以科技进步为动力 ,大力开展技术

创新 ,企业规模与实力日益壮大 ,连续 6 年被列

为全国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和 500 家最佳经济

效益企业 ,并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扶持的

300 家企业之一。在世界轮胎 50 强中由原来

的 35 位跃升到 26 位。

1 　更新观念 ,确定企业发展的新思路

三角集团投产之初生产的产品只是单一的

农业轮胎 ,生产能力不足 5 万套。至 1990 年 ,

产品也一直以农机配套为主 ,产品技术含量低 ,

质量不高 ,产销率只有 40 % ,企业效益一直徘

徊不前。究其原因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企业

片面追求产值 ,重外延轻内涵 ,在科技进步和质

量提高方面下功夫不够。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

的逐步确立 ,轮胎市场对产品的质量、档次要求

日益提高 ,而企业的经营观念没有相应转变。

对此 ,三角集团在认真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的基础上 ,制定出了大力实施“科技兴厂”的战

略方针 ,即以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的动力 ,把企

业的发展思路由数量效益型转变为质量效益

型 ,提出了“依靠技术进步 ,壮大企业力量”、“创

中华名牌、兴山轮伟业”的口号 ,使科学技术促

进企业发展的思想在全厂职工心中扎根 ,技术

创新工作也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2 　确立大目标 ,保证技术创新工作有计划进行

技术创新是关系到企业今后发展的大问

题 ,对此 ,三角集团制定了技术创新总体规划 ,

以“挖潜斜交轮胎、大力发展子午线轮胎”为总

体指导思想 ,以分阶段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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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产品更新换代为目标 ,并针对轮胎的子午化

趋势 ,制订了 400 万套子午线轮胎的发展规划

和“一步规划 ,分步实施 ,严细管理 ,滚动发展”

的实施策略 ,争取到本世纪末形成年产子午线

轮胎和斜交轮胎两大系列 1 000 万套的生产规

模 ,实现产值 50 亿元 ,利税突破 8 亿元的宏伟

目标。针对这个目标 ,三角集团确定了具体工

作任务。

211 　投资近 2 亿元完成斜交轮胎技术改造和

产品创新任务

“八五”期间 ,三角集团围绕加速企业科研

步伐 ,促进产品升级换代 ,进行了“提高产品质

量、扩大出口”、“优质轻量化”、“以机代罐”、“大

型无内胎轮胎开发”和“密炼中心改造”等技术

改造。其中投资 4 751 万元完成的密炼中心改

造项目 ,引进了意大利 PX420 型密炼机组和具

有 90 年代国内先进水平的 GK255 型和 GK270

型密炼机 ,对炭黑、油料输送和混炼实行微机自

动化控制 ,此项改造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

采用增加张力装置 ,实行“三方四块”复合挤出

生产线 ,完成了挤出生产线的改造 ,大大提高载

重轮胎的性能 ,使产品等级由 C 级提高到 A

级 ;采用双模定型硫化机代替硫化罐 ,完成“以

机代罐”改造项目 ,提高了硫化水平 ,带动了产

品创新。

212 　投资近 7 亿元完成子午线轮胎生产技术

的引进消化和产品开发

针对世界轮胎市场子午化趋势 ,三角集团

以山东省科委下达的“子午线轮胎国产化技术

研究”课题为子午线轮胎创新的起点 ,大力开展

技术攻关工作。第一期工程投资 2 亿元 ,围绕

产品结构调整 ,进行了半钢子午线轮胎工程建

设和全钢子午线轮胎一期工程建设 ,现已形成

120 万套的生产能力 ;第二期工程投入 419 亿元

建设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工程 ———50 万套子午

线轮胎技术改造项目。这项工程已于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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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一次试车成功 ,经过半年的试生产 ,产品

性能指标达到质量标准 ,1998 年 5 月顺利通过

国家组织的工程验收。预计投产后每年可增创

销售收入 6 亿元 ,实现利税 1187 亿元 ,利润

0188 亿元 ,出口创汇 1 200 万美元。

通过总体目标、阶段任务的确立 ,技术创新

工作取得很大成效。

(1)产品品种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以农

术含量低、档次低、质量差发展为档次高、性能

优越、品质优良 ,全部成为山东省技术监督局免

检产品。1994 年率先在全国轮胎行业通过中

国方圆委质量认证 ,1997 年三角牌轮胎市场占

有率位居同行业前列。

业轮胎为主的 4 个品种规格发展为拥有轿车轮

胎、工程机械轮胎等 7 大系列 256 个规格的斜

交轮胎和半钢、全钢等 40 个规格 70 个品种的

轿车、轻载和载重子午线轮胎。

(2)产品品质不断升级。产品由原来的技

3 　建立人才机制 ,确保创新有效进行

企业的一切活动都要靠人去实现 ,科技创

新更需要调动、发挥人的潜能。对此 ,三角集团

以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为企业发展的长远

大计 ,建立了适合调动技术创新积极性的新机

制。

311 　创造人才成长环境

在以科技进步推动企业发展总的方针指导

下 ,三角集团始终坚持人才是科技创新第一要

素的思想 ,首先选拔和任用具有一定业务能力

和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 ,将他们安排在技术部

门重要岗位 ,使他们增长才干 ,经受锻炼 ,并采

取内部培养和外出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为他们

提高业务水平、调整知识结构提供有利条件。

自 1992 年以来 ,共选送 80 名科技人员到大专

院校培训深造 ,80 人次科技管理人员到国外参

观学习 ,投资 400 多万元购置计算机 100 台。

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技术创新的积

极性 ,创新的步伐逐步加快。

312 　确立完善的创新激励制度

人才作用的发挥还要有正确、有效的机制

作保证。自 1995 年开始 ,三角集团逐步确立和

完善了课题承包制、攻关合同制、项目负责制及

相应的奖励制度 ,将创新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管

理工作之中 ,做到新工作有目标、有重点、有结

果。连续 3 年完成近 70 个新产品的研制、近 20

个老产品的改造和 16 个新型材料的应用研究 ,

节约挖潜增效达 2 000 多万元。企业为鼓励大

胆创新者和调动全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对贡

献较大的技术部门分别给予 30 万、15 万和 614

万元的奖励 ,对成绩突出的技术人员分别奖励

115 万和 1 万元。同时 ,利用竞争淘汰机制先

后对 5 名技术水平平庸者予以淘汰。有效的创

新机制 ,使人才的作用得到极大的发挥 ,企业经

济效益连年递增。从 1995 年到 1997 年 ,工业

总产值由 1415 亿元增长到 1715 亿元 ,销售收

入由 1317 亿元增长到 1616 亿元 ,利税由 117 亿

元增长到 213 亿元。

4 　实施可行方法 ,确保创新成果显著

为确保创新工作有组织、有领导、质量高、

效益显著 ,三角集团采取了以下有效方式 :

(1)实行产学研相结合。

企业成立了“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全面承

担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创新

任务。在具体运作中 ,不盲目行动 ,而是走出

去 ,进行多方考察论证。如在 15 万和 50 万套

全钢子午线轮胎项目论证期间 ,先后组织 100

多人次出国 ,对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进

行考察 ,聘请国内外专家来企业进行技术指导 ,

使每一项技术创新起点高、基础牢 ,增强了技术

创新的可靠性、权威性。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 ,一方面注重挖掘内部

潜力 ,运用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对高难课题、

项目 ,采取企院结合、企校结合 ,联合突破。如

子午线轮胎技术处与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合作开发低断面轿车子午线轮胎 ;与哈尔滨工

业大学合作进行“三维空间轮胎力学分析研究”

等项课题的开发研究 ,使三角牌轮胎设计水平

不断向高层次发展。

(2)实行外部引进与内部消化相结合。

技术装备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90 年开始 ,三角集团先后从美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英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引进先进的

生产及检测设备 100 多台 (套) ,具备了世界橡

胶行业 90 年代先进的技术水平。同时 ,他们还

注重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 ,保证技术创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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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效果。如对台湾鑫昌公司引进的气密层压延

机温控系统进行以国产泵代替荷兰泵 ,以国产

配件代替原机配件的可行性试验 ,均取得较好

效果 ,节约资金近 4 万元。另外 ,对日本产成型

机机头旋转接头密封圈也进行了国产化的替代

研究试验 ,与国内生产厂家共同研制出无骨架

加厚型聚四氟乙烯填充圈 ,经生产检验 ,其性能

达到日本设备原配件水平 ,为工厂每年节约资

金 14 万元。

(3)实行创新与创牌相结合。

随着世界经济结构迅猛变化 ,企业之间的

善产品的性能 ,增大科技含量 ,才能创立和巩固

名牌。企业应把握创新与创牌的内在联系 ,以

创新带创牌。三角集团从强化工艺管理入手 ,

建立和健全一整套质量保证体系。通过人员培

训来保证职工质量意识的提高 ;在生产程序上

强调原材料、胶料、半成品、成品的质量控制 ;在

检查中把握质量标准的严格性 ;在考核中体现

出质量指标的重要性。创新与创牌的结合使产

品质量稳步提高。

5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把握创新的基本原则

市场经济形势下 ,市场是企业一切活动的

竞争已上升为品牌的较量。企业只有根据市场

需求和用户需要 ,不断实施技术创新 ,提高或完

指挥棒。技术创新也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几年来 ,三角集团把创新的目光紧紧盯在市场

上 ,将不断满足市场需求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

目标 ,确定了技术开发依据的 4 个重点 :

(1)以提高市场占有率确定开发的重点。

在市场不断变化中 ,应掌握市场热销品种、

紧缺品种和空白品种情况 ,以此作为开发、创新

的重点 ,并以高质量满足市场需求 ,填补空白。

如“八五”期间 ,随着基本建设力度加大和房地

产业的发展 ,工程机械轮胎和载重轮胎的需求

量迅速增大 ,三角集团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

在产量和质量上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通

过产品结构创新、工艺创新、原材料应用的创

新 ,使产品内在品质和品种不断提高和增大 ,在

市场上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其中大型无内胎

工程机械轮胎系列 2915 - 29 等 6 个规格轮胎

以及工业车辆轮胎 10100 - 15 ,9100 - 15 的开发

成功 ,获经济效益 5 000 万元。

(2)根据地区特点确定开发的重点。

由于轮胎业的发展受地理条件、经济发展

状况等影响较大 ,加之轮胎使用条件的变化 ,导

致产品使用寿命逐渐缩短。针对这一现实情

况 ,1996 年 4 月开始 ,三角集团对载重轮胎的

代表产品 9100 - 20 作耐久性攻关研究。通过

对国内外同类产品系统、全面地分析 ,利用现代

化设计手段 ,结合实际经验 ,采取缩小轮胎外轮

廓 ,优化结构设计 ;采用高强度骨架材料 ,提高

胎体刚性 ;采用新型原材料 ,提高胶料的物理性

能 ,历时半年时间 ,完成了全部设计任务 ,通过

室内试验及市场检验 ,各项指标均超过国内外

同类产品标准 ,耐久寿命由 100 h 提高到 200 h

以上。这一技术创新成果可为企业年创效益

100 万元。目前 ,其它 3 种规格耐久轮胎也已

投放市场。

(3)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为开发的重点。

美国轮胎市场在世界上号称森严壁垒 ,于

是三角集团将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作为进入欧洲

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立足点。在得知美国市

场大量需求无内胎工程机械轮胎的消息后 ,三

角集团迅速开发出 24100 - 35 等 22 个规格品

种的无内胎工程机械轮胎 ,仅此系列产品年出

口 3 万条 ,创汇 1 200 万美元 ,并使产品顺利打

入了南美市场 ;针对中东等沙漠地区和我国新

疆地区矿业开采的需要 ,开发了 24 - 21 ,13100

×533～530 等规格品种沙漠轮胎。这些新产品

的开发为三角集团占领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4)以提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为开发的重点。

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

现 ,不仅符合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同时也

符合广大用户日益提高的产品消费水平的实际

需求。三角集团将子午线轮胎的研制作为企业

技术创新的重点 ,坚持重点突破 ,普遍提高 ,即

以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为重点 ,集中技术力量和

设备优势 ,解决突出问题 ,以此带动其它产品质

量的提高。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的开发是企业

高技术含量产品创新的难点 ,三角集团的技术

人员以压力为动力 ,仅用 1 年多的时间 ,就研制

出 9100R20 - 667 等 6 个规格 14 种花纹的产

品 ,各项性能指标反复测试均达到欧洲及日本

等先进国际标准。根据市场变化 ,1998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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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了 9100R20 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 ,其轮廓

设计采用平衡轮廓设计理论 ,利用三维有限元

分析进行轮胎力学优化。配方设计采用正交中

心复合设计方法 ,着重解决了橡胶与钢丝之间

动态粘合的关键问题 ,整体设计使产品质量提

高到一个新水平。其中 6150R16 和 145/ 70R12

等轿车与新型载重车无内胎子午线轮胎产品分

别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二等奖。

6 　结语

科学技术给企业增添了活力和发展的动

界的格局。销售市场发展到拥有各类配套厂

40 家 ,维修市场网点 400 多个 ,在国际市场上

产品出口到美国、加拿大、菲律宾、巴基斯坦、埃

及等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出口创汇额

达 4 000 万美元。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难以跻身于世界

坚持不懈地走科技兴企这条路 ,建立健全企业

创新体系 ,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把三角集团两个

文明建设推向新世纪。
收稿日期　1999202228

成山橡胶集团子午线轮胎生产技术

获山东省最高科技奖
由山东成山橡胶集团与北京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联合开发的年产 30 万套子午线轮胎的

生产技术 ,继 1997 年通过国家技术部门鉴定验

收后 ,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提高 ,在生产工艺水平

和产品质量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 ,并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到目前为止 ,成山橡胶

集团用该技术生产的全钢载重、半钢轿车和轻

型载重等子午线轮胎 430 多万条 ,实现销售收

入 14 亿元 ,实现利税 4 亿元 ,并创造社会效益

(提高轮胎行驶里程和节约燃油) 8 亿元。近

日 ,该项生产技术被山东省政府和科委授予

1998 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技术创新奖。

(山东成山橡胶集团 　董兆清供稿)

VMI推出四鼓一次法轿车子午线

轮胎成型机
英国《国际轮胎技术》1998 年第 3 期 31 页

报道 :

荷兰轮胎机械制造商 VMI 公司将推出革

命的四鼓一次法轿车子午线轮胎成型机

VPR2020。研究开发工作是与英国库珀2阿旺公

司联合进行的 , 库珀2阿旺将安装第一台

VPR2020 ,并提供进行生产条件测试和评估的

场所。

VMI总裁 Coos Spanjer 说 ,四鼓 VPR2020 是

下世纪的成型机 ,它成型一条轿车子午线轮胎

(单层胎体、冠包侧结构)所需时间不到 35 s ,比

二鼓 VPR 缩短成型时间 40 %。VPR2020 可提

供优异的均匀性、高度灵活性和高产量 ,而且机

器布局紧凑 ,占地面积只比二鼓 VPR2482S 大一

点。它是 VMI研究开发工程师在 20 年生产一

次法轮胎成型机的基础上经过 2 年开发工作的

成果。

VMI期望用 VPR2020 建立新的生产能力和

改造现有的轮胎成型生产线。VPR2020 成型轮

胎所需成本比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任何其它成型

机都低 ,它对投资提供的回报优厚。

VMI 已销售了 300 台 VPR1482S 和 VPR

2482S 二鼓成型机。二鼓一次法成型机是 VMI

的一项成果 ,而且是开发 VPR2020 的基础。

一次法子午线轮胎成型技术系在一台机器

上将各种部件成型为一个完整的胎坯。这对获

得高质量轮胎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技术为从低

成本标准轮胎到高性能低断面轮胎选用现代轮

胎成型方法提供了广泛的灵活性。一次法轮胎

成型机的其它特点包括 :

(1)所需人工少 (一台成型机一个操作工) ;

(2)通过复杂的自动化和控制装置使部件

精确定位 ,需要人工操作最少 ;

(3)机械固定胎圈 ,可获得优异的均匀性 ;

(4)高度灵活性 ,适应不同轮胎结构和不同

部件数量 ;

(5)用菜单控制调节改变轮胎规格 (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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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大潮中。在今后的发展中 ,三角集团将

力。从 1990 年至 1998 年 ,三角集团固定资产

已由 5 600 万元增长到 10 亿元 ,销售收入由

1168 亿元增长到 20 亿元 ,利税由 3 152 万元增

长到 2116 亿元 ,利润由 310 万元增长到 5 318

万元。产品市场已由过去主要集中在本省和东

北市场 ,转变到了立足本省、覆盖全国、面向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