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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溶聚丁苯橡胶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

苏忠魁，肖　函，李雷雷，熊国辉，陈加平

（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山东 龙口 265700）

摘要：介绍目前我国溶聚丁苯橡胶（SSBR）的生产装置和产能，并对近年来我国SSBR的应用领域、市场现状和应用

前景等进行分析。未来几年我国SSBR生产装置开工率将会持续提高，发展空间广阔。SSBR生产行业应调整产品结构，

增加新品种和牌号，加强市场应用研究，扩大市场占有率，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法SSBR聚合工艺。

关键词：溶聚丁苯橡胶；产能；应用前景；轮胎

中图分类号：TQ333. 1                        　　　　　　　　文章编号：1006-8171（2022）01-0010-03

文献标志码：Ａ　　　　　　　　　　　　　　　　　　DOI：10. 12135/j. issn. 1006-8171. 2022. 01. 0010

溶聚丁苯橡胶（SSBR）是由丁二烯和苯乙烯

单体以脂肪烃为溶剂，经分子设计技术生产的一

种无规共聚物[1-5]，因其具有相对分子质量及其分

布、微观结构及序列分布可调特点，已被应用于高

性能轮胎中[6-10]。目前国产SSBR应用范围较窄、

用量较小，生产装置利用率低，一些高性能产品几

乎全部依赖进口[11-13]。因此，发展SSBR对我国合

成橡胶行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SSBR生产装置

由于SSBR生产技术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国

外生产商对技术进行垄断，致使我国SSBR生产技

术一直受到相当大的约束[14-15]。国内主要SSBR生

产装置如表1所示。

国内规模化生产SSBR的装置共有6套，其中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桥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

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独山子石化）和辽宁北方戴

纳索合成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北方戴纳

索）是引进国外专利技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巴陵分公司（以下简称巴陵石化）、中国石化

北京燕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山石化）

和镇江奇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奇美）采

表1　国内主要SSBR生产装置

公司名称 产能/（万t·a-1） 技术来源 工艺技术

燕山石化 3 自有技术 间歇法

高桥石化 4 日本 连续法

独山子石化 6 意大利 连续法/间歇法

辽宁北方戴纳索 5 西班牙 间歇法

巴陵石化 3 自有技术 间歇法

镇江奇美 4 中国台湾 间歇法

合计 25

用自有技术建设和生产；独山子石化装置具有连

续法和间歇法工艺的生产能力。但是部分装置存

在开工率低、处于停产或转产热塑性弹性体苯乙

烯与丁二烯嵌段共聚物（SBS）和低顺式聚丁二烯

橡胶（LCBR）的现象。

国外工业化生产的SSBR基本上都是第二代

及其改性产品，而我国的SSBR生产技术还停留在

第一与第二代之间，牌号单一、市场适应能力差。

因此我国应加快SSBR的研究开发力度，推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品质SSBR[16-18]。轮胎企业应对

国产SSBR的性能充满信心，这对带动我国SSBR
及轮胎工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2　SSBR应用

SSBR的生产和应用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

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产量占全球的80%。我

国对于SSBR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SSBR生

产技术发展较快，已经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产品质

量不断提升，在全球的应用占比也逐渐增大[19-21]。

作者简介：苏忠魁（1986—），男，山东东明县人，山东裕龙石

化有限公司工程师，学士，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合成及改性研究 

工作。

E-mail：suzhongkui123@126. com

OSID开放科学标识码

 (扫码与作者交流)



第 1 期 苏忠魁等．我国溶聚丁苯橡胶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 11

我国SSBR主要应用于轮胎、塑料改性、制鞋

和胶粘剂等领域。我国SSBR的75%用于轮胎行

业，主要用于轮胎胎面；塑料行业应用占比为12%，

在高抗冲击聚苯乙烯（HIPS）和丙烯腈-丁二烯-苯

乙烯共聚物（ABS）改性方面应用广泛；制鞋行业

应用占比为10%左右，用于生产高档运动鞋；其他

如在雨衣、风衣、毡布和气垫床等民用方面应用占

比约为3%。

3　SSBR市场现状

随着我国环保和绿色轮胎政策的日趋完善，

国产SSBR的质量与进口产品的差距不断缩小。

2015—2020年我国SSBR年总产能为25万t，但年

产量仅有10万t左右，原因在于一些高端牌号产品

依赖进口，客户对国产SSBR性能的认识和接受度

低，致使我国SSBR进口量居高不下。2015—2020
年我国SSBR的年产量分别为6. 20万、8. 07万、

9. 30万、10. 77万、10. 20万和12. 00万t。
2016—2020年 我 国 新 增 镇 江 奇 美4万 t·a-1 

SSBR装置并投料开车，预计2025年之前我国

SSBR产 能 将 达41万 t·a-1。2021—2025年 我 国

SSBR新建装置产能及投产时间如表2所示。

表2　2021—2025年我国SSBR新建装置产能及

投产时间

公司名称 产能/（万t·a-1） 投产时间

独山子石化 6 2021年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6 2022年

4　SSBR市场前景

我国合成橡胶行业普遍存在“大而不强”的现

象，综合表现在橡胶装置数量和产能位居世界第

一，但几乎所有装置都生产同一产品，牌号基本一

致，高端橡胶牌号产品占比较低，与国外产品相比

缺乏竞争力[22-24]。

为打破国外公司在SSBR生产技术上的垄断

地位，2012年2月我国制定了“绿色轮胎”自律性标

准和轮胎标签非强制性分级方法；2014年10月实

施《轮胎行业准入条件》；2016年6月中国橡胶工业

协会公开发布《轮胎分级标准》和《轮胎标签管理

规定》，并公布轮胎标签式样。

2019年8月通过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年本）》指出，生产规模在5万t·a-1以上的

SSBR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石油化工产业范畴，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这一系列法规和制度的制定有助于推动我

国SSBR和轮胎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结构 
调整。

2015—2020年我国SSBR进口量分别为5. 5 
万、10万、11万、13万、15万和3. 86万t，出口量分别

为 0、0. 04万、0. 06万、0. 35万、0. 46万和1. 55万t。
2020年SSBR进口量较2019年下降了74. 3%，而出

口量则增长了237%。主要原因是2019年12月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国内疫情防控措施得利，SSBR厂

家积极复产，开工率较高；而国外由于对新冠肺炎

疫情缺少有效的防控措施，疫情愈演愈烈，SSBR
厂家开工率较低。

据国际合成橡胶生产商协会预计，到2025年
全球SSBR需求量将以9. 0%的复合年增长率增

长。在轮胎、塑料改性、鞋和汽车行业中均使用

SSBR，车辆安全法规带来的SSBR市场的应用将

依然占据绝对主力地位。未来几年我国SSBR生

产装置开工率将会持续提高，发展空间广阔。

5　SSBR发展建议

随着国家环保治理力度的日趋增大和轮胎标

签法规的实施，国产SSBR的生产和消费占比将会

增大。

2021—2025年，随着国内石油炼化一体化建

设步伐的加快，一批乙烯装置将集中投产，丁二烯

和苯乙烯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我国橡胶行业

将会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橡胶生产装置产能

过剩压力凸显。因此，根据我国SSBR的发展现状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调整产品结构，增加新品种和牌号。研

究开发出不同乙烯基含量和结合苯乙烯含量的

SSBR；大力发展SSBR端基改性技术（单端、双端

改性）。

（2）加强市场应用研究，扩大占有率。建议国

内新建装置或新增SSBR装置满足客户定制化需

求生产，在为客户提供产品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技

术支持。

（3）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连续法SSBR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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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艺。连续法聚合SSBR具有生产规模大、效率

高及物耗和能耗低等优点，是今后的发展趋势。

（4）为了适应欧盟轮胎标签法规和日益复杂

的橡胶和轮胎市场环境，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

鼓励下，SSBR生产技术升级和产品出口将出现新

的契机，应加强与国外SSBR生产厂家和轮胎企业

的交流合作，促进SSBR产品性能提高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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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olution Polymerized 
Styrene Butadiene Rubber in China

SU Zhongkui，XIAO Han，LI Leilei，XIONG Guohui，CHEN Jiaping
（Shandong Yulong Petrochemical Co. ，Ltd，Longkou 265700，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capacity of solution polymerized styrene butadiene 
rubber（SSBR） in China were introduced，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market statu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SSBR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were analyzed. In the next few years，the operating rate of SSBR production 
units in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with broad development space. The SSBR production industry 
should adjust the product structure to add new varieties and brands，strengthen market application research to 
expand market share，and develop continuous SSBR polymerization processe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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