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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橡胶与金属动态粘合性能试验

江 虹
(南京橡胶厂 2 1 0 0 0 3 )

对胶辊等一些反复受力的橡胶与金属复

合的橡胶制品而言
,

研究橡胶与金属的动态

粘合性能
,

对于胶料的配方设计与粘合剂的

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 以硅橡胶与金属的

动态粘合性能试验为例
,

介绍采用疲劳生热

试验机研究橡胶与金属的动态粘合性能的情

况
。

行表面处理并涂上粘合剂后夹人橡胶间
,

制

成直径 18 m m
、

高 25 m m 的橡胶 圆柱 (金属片

居 中
,

见图 1 )
,

硫化后即为试样
。

1 实验
L l 实验原理

在橡胶中夹人金属 片制成圆柱形试样
。

疲劳生热试验机以固定频率反复压缩试样
,

直至橡胶与金属粘合破坏
。

记录橡胶与金属

的粘合破坏情况
,

从而判断橡胶与金属的动

态粘合性能
。

L Z 原材料及配方

硅橡胶牌号为
: 1 “

胶 Z Y 3 5 。
,

扬 中有机

氟公司产 品
; 2 “

胶 V Q M 6 5 + 6 3 3
,

晨 光化

工研究院二分厂产品 (加有改性剂 ) ; 3
“

胶

K E 5 8 2V
,

日 本 信 越 公 司 产 品 ; 4 “

胶

V Q M 6 5
,

晨光化工研究院二分厂产 品
。

粘合

剂
:

开姆洛克 6 07
,

美 国 L O R D 公 司产品
;
粘

合剂 3 06 和 30 9
,

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研制
。

金

属
: 4 5 “

钢
。

1 ”

和 2 “

胶对应配方均为
:

硅橡胶 1 00
;

白炭黑 40
;
稳定剂 6 ;

过氧化物硫化剂

1
·

5
。

3 “

胶为已加配合剂的混炼胶
。

4 “

胶对应

配方为
:

硅橡胶 10 。 ;
白炭黑 30 ;

氧化锌

5 ;
氧化铁红 5 ; 稳定剂 少许

;
过氧化物硫

化剂 1
.

2
。

L 3 试样制备

将厚 3m m
、

直径 18 m m 的圆形金属 片进

毓毓
888

车
。

寸
“

图 1 试样结构示意图

L 4 试验仪器及条件

试验仪器为 Y S
一

25 型压缩试验机
。

压缩

频率 1 8 0 O r
·

m in 一 ` ;
恒温室温度 5 5 C ;

冲

程及试验负荷根据产品的实际使用条件及试

样硬度决定
。

L S 试验记录

( 1) 试样温升
:

试验中某一时刻试样的实

测温度与恒温室温度之差
。

由试样温升
一

试验

时间曲线
,

可得试样破坏时的最高温升
。

( 2) 试样破坏情况
:

试验 中
,

每 25 m in 取

出试样一次
,

观察试样粘合面的粘合情况
,

并

用游标卡尺测量粘合面破坏的裂口深度
。

( 3) 试样破坏时间
:

试验开始至试样破坏

的时间
。

试样破坏时间可以反映试样粘合面

的动态粘合疲劳情况及橡胶本身耐疲劳性

育匕
。

试验结果与讨论

不同粘合剂试样的动态粘合性能

不同粘合剂试样的动态粘合性能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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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 1 (试验采用 1”

胶及对应配方
,

试验负荷

为 I M P a ,

冲程为 4
·

s m m )
。

从图 2和表 1看出
,

不同粘合剂试样 的最

高温升大小顺序是
:

粘合剂 3 09 > 开姆洛克

60 7 > 粘合剂 30 6
,

即试样破坏时
,

粘合面的温

度及胶料内部生热最高的是粘合剂 30 9试样
;

试样破坏时间的长短顺序是
:

粘合剂 30 6 > 开

姆洛克 60 7> 粘合剂 30 9
。

可见
,

从试样粘合面

的 粘 合 性 能 看
,

粘 合 剂 3 06 较 好
,

粘

合 剂 3 0 9较差
;
从粘合面破坏情 况看

,

粘合

粘合剂 30 9

尸
开姆洛克 607 枯合剂 3 06

30 60 90 12 0 15 0 1 80 2 10 24 0 2 70 3 00

试验时间
, m in

6050相3020100

p
.

太烟

图 2 不同粘合剂试样的温升曲线

表1 不同粘合剂试样的最高温升及破坏情况

粘合剂
最高温升

〔
’

破坏时间 试验2 5m ln 时粘合

面破坏情况

试样破坏后粘合

面粘合情况

28518080粘合剂 306

开姆洛克 6 07

粘合剂 309

::
有 3处裂 口

,

裂 口深度 1
.

6m m

全周裂开
,

裂 口深度 2
.

Zm m

全周裂开
,

裂 口深度 6 m m

l 4/ 面橡胶与金属完全剥离
,

其它部分附胶
1 3/ 面橡胶与金属完全剥离

,

其它部分附胶

1 5/ 面附胶

剂 30 6与开姆洛克 60 7较好
,

粘合剂 30 9较差
。

因此
,

粘合剂 3 06 的试样动态粘合性能较好
。

2
.

2 不同牌号硅橡胶试样的动态粘合性能

不同牌号硅橡胶试样的动态粘合性能见

图 3和表2( 各牌号硅橡胶采用对应的配方
,

试

验负荷为 I M P a ,

冲程为 4
.

s m m )
。

合面只

粘合性

有少部分附胶
,

所 以 2 #

胶试样的动态

能较差
。 ,

表2 不同牌号硅橡胶试样最高温升及破坏情况

硅橡胶
最高温升 破坏时间 试样破坏后粘合面

的情况
1 2/ 面橡胶与金属剥离

枯合面少部分附胶

粘合面基本附胶

粘合面基本附胶

些18027191160
℃

4 2

28

34

4 5

胶胶胶胶
牡样材抹11宁曰,J

J咔

4 .

胶

1 .

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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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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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牌号硅橡胶试样的温升曲线

从图 3及表 2看出
,

3 ”

胶试样 的温升较

低
,

破坏时间较长
,

破坏后粘合面基本附胶
,

因此 3 ”

胶试样的动态粘合性能较好
; 2 ”

胶试

样虽然最高温升低
,

但破坏时间短
,

破坏后粘

2
.

3 试样温升
一

试验时间曲线的分析

从图2和 3看
,

试样温升二试验时间曲线主

要呈两种趋势
,

一种是试验初期温度急剧上

升
,

而后有一段相对平坦期
,

最后 (试样破坏

时 )又急剧上升
; 另一种 比前者中间多一个波

峰
,

有两段相对平坦期
。

温升
一

试验时间曲线

急剧上升处为试样急剧破坏期
,

而相对平坦

期试样的破坏相对较稳定
。

也就是说
,

通过温

升
一

试验时间曲线可 以分析出试样的破坏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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