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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橡胶与黑色金属的热硫化粘合试验

高福年
( 青岛密封工业公司6 6 20 3) 1

摘要 试验研究了氛橡胶与黑色金属的热硫化粘合
.

考察了C H EM L OC H K6 0 7等5 种粘合剂的

粘合效果
。

试验结果表明
,

香港适树公司的 5 12 粘合剂与氛橄胶的粘合性能优良
,

并且具有防锈能力
.

关扭词 氟橡胶
、

黑色金属
.

热硫化粘合
,

粘合剂

采用氟橡胶制作耐油
、

耐高温的橡胶与

金属复合制品时有两个不易解决的技术难

点
,

即氟橡胶与黑色金属的热硫化粘着问题

和硫化启模取件时的热撕裂问题
。

热硫化粘

着常常制约着热撕裂性能
,

这是因为在配方

设计中为重点考虑粘合问题
,

不得不严格限

制润滑性操作助剂的用量
,

因此在硫化时易

出现脱模困难而使产品撕裂
。

有时为单纯地

提高与金属的粘合性能
,

在配方中添加沉淀

法白炭黑
,

这不仅对热撕裂性不利
,

而且严重

地影响了胶料的耐热性
。

而在胶料中加人性

能优良的粘合剂
,

有望解决上述问题
。

如 日本

荒井制作所的汽车发动机异杆氟胶油封胶料

配方中
,

起润滑作用的石蜡为 1
.

5 份
,

硅油为

2
.

5 份
;
意大利蒙特爱迪生公司采用了粘合

性能优良的 51 2 粘合剂
,

在骨架油封氟橡胶

配方中脂肪盐类的操作助剂高达 2
.

5 份
,

胶

料具有 良好的脱模性
,

且热撕裂性大为改善
。

因此采用高活性的粘合剂是解决氟橡胶与黑

色金属粘合问题和提高氟橡胶热撕裂性能的

有效途径
。

l 实验

氟胶 2 46 B
,

上海有机氟研究所生产
; 活

性氧化镁
,

上海敦煌化工厂生 产
;
粒径小于

.0 07 5拌m
,

表面经活性处理的氢氧化钙
,

上海

化学试剂厂生产
; 双酚 A F

,

上海有机氟研究

所生产
;
节基三苯基氯化磷

,

上海澎浦化工厂

生产
; 3 ”

硫化剂 ( N
,

N 泣双 肉桂叉
一

1
,

6
一

己 二

胺 )
,

上海助剂厂生产
;
微晶蜡

,

市售 ;石蜡
,

市

售 ;轻质氧化镁
,

上侮敦煌化工厂生产
;
喷雾

炭黑
,

辽宁抚顺炭黑厂生产
; Y 8 36 磷化液 (锌

钙型 )
,

山东 蓬莱 化工二 厂生产 ; M eg
u m

3 2 96
一

1( 有机硅烷的甲醉溶液粘合剂 )
,

意大

利蒙特爱迪生公司提供 ; C H EM卜O K c H 6 o 7

(有机硅烷的甲醉溶液粘合剂 )
,

美国洛德公

司产品
; 5 12 氟胶粘合剂 (带有环状基团有机

硅烷的甲乙酮溶液 )
,

香港适树公司提供
; 列

克钠
,

市售
; V T P S ( 乙烯基三叔丁基过氧硅

烷 )
,

哈尔滨化工研究所生产
。

L Z 实验配方

试验采用了两种硫化体系的胶料配方
。

1 #

配方为
:
2 4 6 B 1 0 0 ;

轻质氧化镁 1 5 ; 3 ”

硫化剂 3
、

4 ;喷雾炭黑 10
;
石墨粉 1 ; 石

蜡 0
.

5
。

2
#

配方为
: 2 4 6 B 1 0 0 ; 活性氧化镁

6 ;氢氧化钙 5 ,双酚 A F 2
.

0 ;
节基三苯

基抓化磷 。
.

7 ,喷雾炭黑 15 ;徽晶蜡 1。

1
.

3 试脸样品
、

试验过程及评价方法

试验样品为橡胶骨架油封
,

规格为 F B 25

x 4 2 X 1 0 和 F B 5 0 X 7 2 X 1 2
。

试验过程分述如下
:

( l) 金属骨架的两种处理方法
。

一是采用

滚筒式抛丸机进行喷砂
,

喷砂后用丙酮进行

清洗并脱脂除油
,

然后浸涂粘合剂
;
二是骨架

经碱液脱脂去油后放在流动水 中冲洗后
,

在

盐酸 中除锈
,

取 出后 用 流 动水 冲洗
,

置 于

Y 83 6 磷化液中进行磷化处理
,

然后置入 1
.

5% 一 2
.

0 %的铬酸钾 水溶液 中进 行钝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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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干燥后浸涂粘合剂
。

( 2) 粘合剂的配 比和处理方法
。

列克钠
,

配比为列克钠
:

甲苯一 1 : 1
,

涂 后 I OO C烘

干 2 0 一 2 5m i n ; C H EM L O K C H 6 O 7
,

配 比为

C H 6 0 7 ,

甲醇 = l : 1
,

涂后室温停放 3 0 m in

以上
; 3 2 9 0

一

1 配 比为 3 2 9 0
一

1 ,

甲醇 = 1 , 1
,

涂后室温停放 3 o m in 以上
; 5 1 2

,

配 比为 5 1 2

:

甲乙酮 = 1 : l
,

涂后于 l o O C烘干 Z o m i n ;

V T P S
,

配 比为 V T P S
:

二 甲苯一 1 ,
8

,

涂后

室温停放 3 o m i n
。

(3 ) 实验用骨架油封的硫化
。

将 1 “

配方

和 2 ”

配方在 X K
一

1 60 开炼机上 混炼
,

停放

4 8 h 后返炼
,

出片
,

剪取胶条卷圈
,

制成胶环
。

然后将胶环和涂过粘合剂并经停放处理的金

属骨架放人模具的型腔内
,

加压加热硫化
。

一

段硫化条件为 1 6 0 C X 1 5m i n
,

二段硫化为

2 0 0 C X 2 4h
。

(4 )实验方法与评价
。

二段硫化的骨架油

封从恒温箱中取出后室温停放 30 m in
,

用尖

嘴钳进行剥离
,

考察其覆胶情况
,

并通过覆胶

的百分比评价粘着性能
。

该方法与拉块扯离

试验相 比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

既可观察其径

向部位 ( 即骨架底面 ) 的覆胶量
,

又可观察其

轴向部位 ( 即骨架侧面 ) 的覆胶量
,

同时还可

观察模具的污染程度
。

胶
,

覆胶量在 10 % 以下
,

不能使用
。

1 9 8 5 年进 口 的 M e g u m 3 2 9 0
一

1 与 1 “

配

方和 2 “

配方硫化制作的油封
,

剥离后覆胶量

达 80 % 以上
,

可以使用
,

1 9 9 2 年进厂 的 M e g u m 3 2 9 O
一

1 与 l “

配

方和 2 ”

配方硫化制作的油封
,

剥离后脱胶
,

覆胶量在 20 %以下
,

不能使用
。

1 9 9 2 年进厂的 V T P S 与 1 ”

配方硫化制

作的油封
,

因脱胶无法使用
。

1 9 9 3 年进厂的 5 12 粘合剂与 1 “

配方和

2 ”

配方硫化制作的油封
,

剥离后覆胶量 达到

90 写以上
,

橡胶破坏
,

裸露部位经 1 月未见锈

痕
。

.2 2 实验结果的分析

异氰酸醋类的列 克钠和过氧硅烷类的

V T P S 粘合效果较差
,

而 由 K H 5 50 和 A
一

1 51

硅烷偶联剂配制 的 C H 6 07 粘合剂和 类似

C H 60 7 化学成分的 3 2 90
一

1 粘合剂具有 良好

的粘合性能
,

但是质量不够稳定
。

而带有环状
,

基团的硅烷偶联剂 5 12 粘合剂具有较好的粘

合稳定性
,

而且具有一定的防锈能力
。

从实验结果分析
,

1 ”

配方和 2 “

配方的胶

料在粘合性能上没有差异
,

说明硫化体系对

粘合效果基本无影响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实验结果

列克钠与 l “

配方和 2 ”

配方胶料硫化制

作的油封
,

剥离后脱胶
,

覆胶量在 10 %以下
,

橡胶与粘合剂间破坏
,

不能使用
。

1 9 9 1 年进厂 的 C H EM L O K C H 6 0 7 与

1 “

配方硫化制作的油封
,

剥离后覆胶量可达

70 %
,

尚可使用
。

1 9 9 2 年 进 厂 的 C H E M L O K C H 6 O7 与

1 ”

配方和 2 “

配方硫化制作的油封
,

剥离后脱

3 结论
( i) 新型 的 51 2 粘合 剂 的粘合性 能较

C H EM L O K C H 6 o 7 和 M e g u m 3 2 9 0
一

1 要好
,

同时还具有防锈能力
,

更适宜于裸露骨 架制

品的应用
。

( 2 ) C H E M L O K C H 6 O 7 和 M e g u m

32 90
一

1 的粘合性能稳定性较差
,

有待于进一

步提高
。

( 3) 不同硫化体系的氟橡胶胶料对粘合

性能基本无影响
。

收稿日期 1 9 9 3一 0 8
一 0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