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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醚橡胶 /丁睛橡胶共混物性能的研究

孟 宪德 左小青 刘毓真 韩鲁东 朱明杰

(青岛化工学院橡胶工程学院

荣俊仕

6 6 24 0 2)

(胜利油 田橡胶厂7 2 1 50 0)

摘哭 研究 了共 聚型抓醚橡胶 /丁睛橡胶共混 比
、

促进剂 N A
一 2 2用量

、

补强剂及软化剂对共混物性

能的影响
。

结果表 明
:

随着抓醚橡胶用量的增加
、
共混物的耐低温性

、

耐热氧老 化性
、

耐油性 及耐 CI C
;

和

CH C 13
性能提高

,

但拉伸强度降低
;
当促进剂 N A

一

22 和半补强炭黑的用量分别为 1
·

5 和 60 份时
·

氯醚

橡胶 / 丁
一

睛橡胶 ( 6 0 / 4 0) 共混物的拉伸强度及撕裂强度出现峰值
;

使用液体 J
一

睛橡胶作软化剂
.

使共混物

的耐低温性
、

回弹值
、

撕裂强度
、

扯断伸长率及耐油性提高
·

但耐热氧老化性 及耐 C CI
;

和 C H C I
:

胜能降

低
。

关键词 抓醚橡胶
·

丁睛橡胶
,

共混物
,

促进剂 N A
一

况

丁睛橡胶 ( N B R ) 与共 聚型 氯醚 橡胶

( E C O )共混后
,

可改善其耐臭氧老化性能 [ ’ 」
。

E C O 在加工时易粘辊川
,

将其与 N B R 共混

后
,

可望改善其加工性能
。

目前有关 E c o /

N B R 共混物的研究报道很少
。

本文研究 了共

混 比
、

促进剂 N A
一

22 用量
、

补强剂及软化剂

对 E C O / N B R 共混物的力 学性 能
、

耐 低温

性
、

耐热氧老化性等的影响
。

l 实验

L l 主要原材料
N B R

一

26
,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产品
;
共 聚

型 E C O
,

沧 州有机合成 化 工厂 产 品
; 液体

N B R 3 6 0 8
,

兰州化学工业公 司产品
; 四氯化

碳及三氯甲烷 为化学纯
;
硫化 剂 D C P

、

促进

剂 N A
一

2 2
、

四氧化三铅
、

防老 剂 N B C
、

半 补

强炭黑 (S R F )及 40 号机油均为市售工业 产

口
口口 。

L Z 基本配方及试样制备

试验 用基本 配方 为
: E e ( ) / N B R 1 0 0 ;

四氧化三铅 5 ;
促进剂 N A

一

22 1
.

2一 2
.

4 :

硫化剂 D C p l ;
防老 剂 N B C z ; S R F

3 0一 1 5 0 ;
液体 N B R S一 3 0

。

将 N B R 生胶在 X K
一

1 60 型开炼机上薄

通 6 次后
,

加人共聚型 E (C ) 生胶混匀
,

然后

交替加人半补强炭黑及液体 N B R
,

再依次加

人四 氧化三铅
、

防老剂 N B C
、

促进剂 N A
一

2 2

和硫化剂 D C P
,

最后薄通 6 次下片
。

混炼 胶

停放 2 h4 后
,

按用 L H
一
五型硫化仪所测 得的

硫化时间在 1 6 O C 下硫化
。

L 3 性能测定

物理性 能均按相应 的国家标 准进行测

定
。

耐 油性 及耐 C CI
、

和 C H CI
:

性 能是 将

2 5m m 火 2 5 m m 只 Zm m 的试样放人 2 3 (
、

的 4 0

号机油或 C 1C
4

和 C H CI
:

中浸泡 72 h 后
·

通过

计算其重量变化率而测定的
。

2 结果与讨论

.2 1 共混比对共混物性能的影响

共 混 比对 E C O N B R 共 混物 性能 的影

响如图 1 和 2 所示 由图可 见
.

随着共混物中

E C O 用量 的增加
,

共 混物的耐油性 及 C CI

和 C H CI
,

性 能提 高
·

硬度增大
·

脆性温度和

拉伸强度降低
,

而撕裂强度则在 E C O 用量为

7 0 份左右时出现一极小值
。

共 混 比对 E C O N B R 共混物耐热 氧老

化性能的影响如表 1 所示 由于 E <’( ) 为饱和

橡胶
.

而 N B R 为不饱 和橡胶
.

因此 当共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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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共混比对 E C() z、 BR共混物耐

溶剂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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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 R N B共混比

图 2 共混 比对 E O C入 R B共混物

物理性能的影响

表 1共混比对 E CO/ NR B共混物耐热叙老化性能的影响

性 能
E CO/ NR B共混 比

60/ 40 6 5/ 3 7 50/ 3 0 7 5广2 58 凸
,

2 0 〕山 、 自

老化前拉伸强度 M P a

老化前扯断伸长率
,

%

拉伸强度老化系数

扯断伸长率老化系数

抗张积老化系数

狱
,

几
。汽

0
.

8 6

U 吕7

2 2
.

9

1 8 5

0
.

7 6

: ;

_

)
`

ó180赚éé侧170ōé.083

0
.

7 5 0

注
:

老化条件为 l o o e 义 48 h
。

中 E C O 用量较高时
,

共混物的耐热氧老化性

能提高
。

.2 2 促进剂 N A
一

22 用量对共混物性能的影

响

为 了使 E C O / N B R 共混物 产生 较好 的

共硫化
,

本实验采用 P b
3
O

4

/促进剂 N A
一

2 2/

硫化剂 D C P 复合硫化体系
。

其中 P b
3
0

;

/促

进剂 N A
一

22 可硫化 E C O
,

硫化剂 D C P 既可

硫化 N B R
,

也可硫化 E C O
。

该硫化体系中促

进剂 N A
一

2 2 用量对 E C ( ) / N B R ( 6 0 / 4 0 ) 共混

物性能的影响如图 3 和 4 所示
。

随着促进剂

N A
一

2 2 用量 的增加
,

共混物 的耐 油性 及 耐

C C I
、

和 C H CI
:

性能提高
。

当促进剂 N A
一

2 2

用量在 1
·

5 份左右时
,

共混物的拉伸强度及

撕裂强度 出现峰值
。

.2 3 S R F 用量对共混物性能的影响
S R F 用量 对 E C O / N B R ( 6 0 / 4 0 ) 共混物

性能的影响如图 5 和 6 所示
。

随着 S R F 用量

的增加
,

胶料的含胶率降低
.

导致硫化胶的耐

液体性能提高
,

耐寒性
、

回弹值及扯断伸长率

降低
。

当 S R F 用量在 60 份左右时
.

共混物的

拉伸强度和撕裂强度均出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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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混物耐液体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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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 R F 用量对 E C O 入 B R ( 6 0 / 4 0) 共混物

耐液体性能的影响

.2 4 液体 N B R 用量对共混物性能的影响

对于炭黑含量较高的胶料
,

为改善其加

工性能
,

提高硫化胶的耐寒性和回弹值
,

可加

人适量的软化剂
。

当硫化胶制品在液体介质

中工作时
,

所选用的软化剂应不被周围的液

体介质抽出
。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
,

本文选用液

体 N B R 作软 化 剂
。

图 7 和 8 所 示 为液 体

N B R 用量对共混物性能的影响
。

由图可 见
,

随着 液体 N B R 用量 的增加
,

共混物 的耐低

温性
、

回弹值
、

撕裂强度及扯断伸长率提 高
,

耐油性略有提高
,

但耐 C 1C
4

和 C H 1C
3

性能及

1门 1石 2 0 2

液体 \ B R 用量
·

份

图 7 液体 N B R 用量对 E C O
·

、 B R ( 6 0 4/ 0) 共混物

耐液体性能的影响

拉伸强度降低
。

表 2 所示为液体 N B R 用量对共混物耐

热氧老化性能的影响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液体

N 13R 的加 人可使共混物的耐热氧老化性能

降低
。

这是 由于液体 N B R 是一种不饱和橡

胶
,

其耐热氧老化性能 比 E C O 差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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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 ) 随着 E( C) 用量 的增加
.

E) ( C/ NB R

共混物的耐热氧老化性
、

耐寒性
、

耐油性及耐

CI C
;

和 C H1 C
3

性能提高
,

但拉伸强度降低

( 2 ) 当采用 P b
3
0

; /促进 剂 N A
一

22 硫化

剂 D C P 复合硫化体系硫 化 E (C )/ N B R ( 60

4 ()) 共混物时
,

随着促进剂 N A
一

22 用量增加
,

共混物 的耐油性及耐 C C卜和 C H 1C
6

性能提

高
,

而拉伸强度和撕裂强度则在促进剂 N A
-

2 2 用量为 1
·

5 份左右时出现峰值

( 3) 随着 S R F 用量 的增加
,

共混物的耐

低温性
、

回弹值及扯断伸长率降低
,

耐油性及

耐 C C I
;

和 C H 1C
3

性能提高
·

拉伸强度和撕裂

强度在 S R F 用量为 60 份左右时出现峰值

( 4 )液体 N B R 的加人可 使共混物的耐

低温性
、

回弹值
、

撕裂强度
、

扯断伸长率及耐

油 性提高
,

但拉伸强度
、

耐热氧老 化性能
、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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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混物物理性能的影响

表 2 液体 N B R 用量对 E c o N/ B R ( 6 0 4/ 0) 共混物耐热氧老化性能的影响

液休 N B R 用量
·

份

性 能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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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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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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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张积老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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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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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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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轮胎力学的发展

G r io g ly u kE
.

1
.

著 何晓玫译 涂学忠校

充气轮胎是 目前最广泛应用的具有商业

价值的复合结构产品
。

制造具有高技术和经

济指标的充气轮胎
,

要求在轮胎设计阶段仔

细研究其强度
,

然后 为不 同载荷 条件 的轮胎

精心 开发 数学模型
、

计算方法 和计算机程

序 l[,
2口

。

必须强调的是
,

只有以专门提 出的理

论为基础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充气轮胎强度

问题
,

同时
·

必须考虑到应力
一

应变领域的空

间特性
、

轮胎 中各 向异性和几何非线性的影

响
。

这些特性和影响目前已可用具有复杂形

式的多层壳元来模拟侧
。

这种壳元的参照面

是由在平面 内离散数据点得到的随机曲线旋

转形成
,

点坐标具有随机测量误差
。

我们研究一下网格理论的基本原理
。

旋

转充气压力 q 下无量纲壳元得到的基本方程

可表示为下面形式 8[ 一 ` 。习:

了
’ 、

气 T 弄
石允

之

十 石节 一 q

八 l 八 2

T 八
(夕

`

)
2
一 ( 夕犷)

“

2夕 e o s a `
q ( l )

T 森
不专 一 t g

`
Z了

义 1 1

1 根据帘线
一

网格理论分析充气轮胎

早期根据网格理论对轮胎进行的分析已

有文献报道 , 一 吕〕
,

因此这里不详细介绍
。

尽管早在 2 9 3 1 年 H a a s 和 D i e t z i u s 红了〕的

专著中已阐述了与飞艇制造的改进有关的网

格理论
,

然而该理论直到不久前才应用于充

气轮胎的充气轮廓方 面最 简单的问题 的研

究仁8一 `。 〕
。

式中 T 八
,

T 应— 子午向和圆周方 向上的

应力总和
;

R 广
,

R 夕— 子午 向和 圆周方向上的

曲率半径
;

y
`

一一旋转轴到给定点的距离
;

万— 旋转轴到轮廓最兔点 的距离
,

一般来讲它平行于旋转轴
;

a
`

— 切 向和旋转轴 方向之间的夹

角
;

万— 帘线 和子午线方 向之间的夹

角
。

在右上角有符号
`
的数值与轮胎的变形轮廓

有关
。

将万 一 。 代人方程组 ( 1 )
,

我们可以推

e o p o l y m e r ( E C ( ) ) / n i t r i l e b u t a d i e n e r u b b e r ( N B R ) b l e n d w e r e s t u d i e d
.

T h e r e s u l t s h o w e d

t h a t w i t h t h e i n e r e a s e o f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E C O t h e l o w t e m p e r a t u r e r e s is t a n e e , t h e

t h e r m o o x id a t i v e a g i n g r e s i s t a n e e a n d t h e t e t r a e h l o r o m e t h a n e o r e h lo r o f o r m r e s i s t a n e e o f t h e

b l e n d im p r o v e d s i g n i f i e a n t l y
,

b u t t h e t e n s i l e
s t r e n g t h d e e r e a s e d

: t h e m a x im a l t e n s i l e
s t r e n g t h

a n d t e a r s t r e n g t h o f t h e E C ( ) / N B R ( 6 0 / 4 0 ) b l e n d w e r e o b t a i n e d w h e n 1
.

5 p h r o f a e e e l e r a t o r

N A
一

2 2 a n d 6 0 p h r o f s e m i
一 r e i n f o r e i n g f u r n a e e b l a e k w e r e u s e d

.

W h e n t h e li q u id N B R w a s

u s e d a s s o f t n e r ,
t h e l o w t e m p e r a t u r e r e s i s t a n e e , r e s i l i e n e y

.

t e a r s t r e n g t h
. e l o n g a t i o n a t b r e a k

a n d 0 11 r e s i s t a n e e o f t h e b l e n d im p r o v e d
,

b u t t h e t h e r m o o x id a t i v e a g i n g r e s is t a n e e a n d t h e

t e t r a e h lo r o m e t h a n e o r e h l o r o f o r m r e s i s t a n e e d e e r e a s e d
.

K e y w o r d s E C O
,

N B R
,

b le n d
. a e e e l e r a t o r N A

一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