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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橡胶工业
赴马来西亚考察技术报告

化工部赴马来西亚橡胶科技考察组
`

按照中
一

马科技合作协议的安排
,

化工部

赴马来西亚科技考察组于 1 9 9 4 年 12 月对 马

来西亚的橡胶工业进行了考察
。

考察组访问

了著名的马来西亚橡胶研究院 ( R R IM )
、

原

产部橡胶发展局以及胶厂
、

轮胎制造厂
、

橡胶

制品厂
、

胶乳制品厂等企业
。

该国蓬勃发展的

橡胶工业
,

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马来西亚是传统的 N R 生产大 国
,

生胶

产量多年雄居世界第一
。

但近年来其 N R 生

胶 产量 ( 见表 l) 持续下降
,

已引起国际橡胶

界的关注
。

从表 1 可 以看出
,

1 9 8 8 年 N R 产

量为 1 6 6 万
t ,

而 1 9 9 3 年降至 1 0 7 万 t
。

据介

绍
,

N R 产量下 降的原因主要是许多农场 主

将橡胶园改种棕搁树等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

物
。

另外
,

近几年马来西亚的人工短缺及 N R

价格低落也造成 不少小 园主将胶园闲置
。

1 9 9 4 年马来西亚 的 N R 生胶 产量 已落在泰

国和印尼之后
,

居第 3 位
。

虽然该国 N R 生胶

产量在逐年减少
,

但橡胶加工业却取得 了显

著的增长
。

在 1 9 8 5 年制定的工业蓝图中
,

橡

胶工业是 12 项促进外销及经济增长工业之

一
,

主要 目标是本国橡胶消耗量增至 30
.

8 万

t (包括 30 % 的 S R )
,

并争取成为世界上轮胎

与内胎的主要 出口 国
。

据统计
,

1 9 9 2 年马来

西亚全国有 26 4 家工厂从事橡胶制品制造
,

其中轮 胎 5 家
,

鞋类 产 品 21 家
,

胶乳制品

13 。 家
,

工业制品 34 家
,

一般橡胶 制 品 74

家
。

另外
,

翻胎厂约有 1 00 家
。

这些橡胶厂中
,

跨国公司采用世界级技术
,

大鼻的中小型公

司则采用本国 自己开发的技术
。

表 1 1 9 8 3一 1 9 9 4 年 N R 生胶产最
`

年 份

19 8 3

19 8 4

19 8 5

19 8 6

19 8 7

士9 8 8

19 8 9

19 9 0

19 9 1

19 9 2

19 9 3

19 9 4

产量
,

k t

15 6 2
.

0

19 10
.

7

14 6 9
.

5

15 4 1
.

9

1 5 78
.

7

1 66 0
.

3

14 15
.

3

12 9 1
.

5

12 5 7
.

2

1 17 3
.

2

10 7 4
.

6

10 9 7
.

8

占世界总产量 比例
,

%

::
.

;

::

::

;:
.

;

注
: ` 19 9 4 年数据 引自 RRI M 年度报告

,

其它 引 自

R RI M 发展局季刊报告
。

从 产值来看
,

1 9 8 6一 1 9 9 3 年
,

该 国橡胶

工业产品总产值增长了 3 倍
,

即由 9
.

18 亿马

币增至约 30 亿马币 l( 马币约合人民币 3
.

30

元或 0
.

4 美元 )
,

年均增长率约为 1 8
.

7%
。

橡

胶工业产品的产值大约占其整个制造业总产

值的 1 / 1 0
。

从生胶消耗量来看
,

1 9 8 6一 1 9 9 3 年 间
,

生胶消耗量年均增长率为 g1
·

6%
,

1 9 9 3 年达

到 2 4
.

3 万 t
,

其 中轮胎消耗 3 9 3 3 4 t
,

胶乳制

品 14 9 2 5 7 t
,

一般橡胶产品 3 5 9 3 9 t
,

工业橡胶

制品 1 2 2 2 8 t
,

鞋类产品 5 8 1 2 t
。

该国橡胶工业

消耗生胶有两大特 点
,

一是 偏重于 N R
,

s R

的用量 只占总耗胶量的 9% ;
二是胶乳 占的

比例大
,

1 9 9 3 年的生胶消耗量中有 62 %是胶

乳
。

实际上
,

1 9 9 1 年开始该国就 已经是胶乳

的最大消费国
。

从橡胶制品的情况来看
,

轮胎厂 1 9 9 3 年

关

成员
:

化工部外事司科技处徐立欣
、

化工部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蔡敦民
、

陈毅敏和高波
,

执笔
:

陈毅敏
、

高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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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家
,

轮胎及 内胎产值为 8
.

03 亿马币
,

而

1 9 8 6 年为 .3 62 亿马币
。

由于该国市场相对

较小
,

跨国公司在研究及开发方面的投资不

大
,

造成该国轮胎技术进步较慢
,

至今载重轮

胎中 90 % 以上仍是斜交轮胎
。

内胎生产则主

要以 N R 为主
,

近年米
,

为了提高内胎的气密

性和耐热性
,

与国外厂商竞争
,

也在积极研究

将 N R 与环 氧化 天然 橡胶 ( E N R ) 或 S R 并

用
。

鞋类产品的发展 比其它几种产品差
,

据

说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较高
,

无法与中国

和印尼等国竞争
。

胶乳制品生产最多的是胶乳手套和橡胶

线
,

还有工业用手套
、

汽球
、

避孕套
、

奶 嘴
、

导

管
、

玩具等产品
。

一般橡胶制品生 产范围 比较广
,

主要是

一些 中小制造商
,

这些厂家除引进外国技未
以外

,

也投资开发 自己 的技术
,

并建立 C A D
-

C A M 模具及铸模设备
,

以增 加产品的附加

值
。

通过考察了解到
,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
,

该国的橡胶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取得了迅速

的发展
,

但除胶乳制品外
,

从总体水平看仍处

于发展阶段
,

规模还较小
,

一般也还只偏重技

术和市场的开发
,

研究工作做得不太多
,

主要

原因可能是受经济规模限制和缺乏合格的专

业人才
。

另外
,

近几年该国的劳工短缺也限制

了橡胶工业的发展
。

在原料供应方面
,

除生胶

以外
,

加工过程中的其它一些化学品大部分

仍依赖进 口
·

这也是限制橡胶工业发展 的一

个 因素
。

但由于有丰富的 N R 资源
,

日益扩大

的国内市场
,

雄厚的资金
,

以及政府的提倡与

支持
,

该国的橡胶加工业将会有很大的发展
。

1 R R IM 的研究成果及动向

R R IM 成立于 1 9 2 5 年
,

是世界上 N R 研

究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
。

目前有 2 00 名高级

研究人员
、

1。。 。 多名职工和 7 0 0 0 多 名割胶

工
。

该院分为 4 个部门
:

行政
、

生物
、

化学与工

艺和进修培训部门
。

其中化学与工艺部 门下

属 5 个部
:

胶乳工艺部
、

分析化学部
、

聚合物

应用部
、

S M R 分级与质量控制部和干胶工艺

部
。

下面主要介绍化学与工艺部的研究成果

及动向
。

1
,

1 胶乳产品

马来西亚的胶乳产品不仅产量大
,

而且

质量属世界先进水平
。

在橡胶及其制品出口

中
,

胶乳产品占 70 %
。

因此
,

胶乳产品生产工

艺及产品内在质量一直是胶乳工艺部的主要

研究课题
。

通过考察了解到
,

胶乳工艺部近年

取得的成果主要有无粉生产工艺和降低胶乳

手套中可抽出性蛋白质工艺
。

有关解除胶乳

蛋白质过敏症方面的研究仍在继续
。

( l) 无粉工艺

采用粉隔离剂隔离工艺是胶乳工业 中的

传统工艺
,

但隔离粉剂在产品中难以清除
,

因

而影响了产品的档次
。

R R IM 通过多年研究

开发了无粉生产工艺
.

即联机氯化工艺
,

并研

究 了胶乳配方
、

薄膜厚度和氯气浓度对胶乳

膜耐高温老化性能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胶乳膜

厚度大于 。
.

Zm m
,

氯化程度达 0
.

3%时
,

其耐

高温老化性能没有问题
。

若胶乳配方中采用

D P G (二苯肌 )作为第二促进剂
,

则可以 改善

氯化胶乳膜的耐高温老化性能
。

( 2) 胶乳蛋白质过敏症

据胶乳工艺部负责人介绍
,

马来西 亚的

胶乳手套主要 出口到美国
,

在欧美用户发现

有皮肤过敏症
,

甚至有一例过敏致死的报道
。

据欧美专家分析
,

过敏源可能与胶乳中
-

的可抽出性蛋白质有关
。

因此
,

胶乳手套脱蛋

白质便成了 R IR M 的研究课题
。

他们采用含

不同浓度的可抽出性蛋 白质的胶乳手套进行

皮肤刺激试验
,

表明蛋白质过敏症与可抽 出

性蛋白质的浓度有关
,

可抽出性蛋白质浓度

高
,

则过敏程度大
,

反之则小
。

为此
,

R IR M 在

降低胶乳制品中的蛋 白质含量方面展开了全

面研究
,

如干 (湿 )漂洗法
、

氯化法
、

硫化胶乳

的再次离心法
、

使用低蛋白质胶乳或从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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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胶乳中制得硫化胶乳等
,

并开发了在胶

乳制品中可抽出性蛋白质定量和在加工中状

态的测定方法
。

马来西亚在一家工厂采用低蛋 白质胶乳

成功地制造了低可抽出性蛋 白质的胶乳手

套
,

其性能安全可靠
,

除可抽 出性蛋白质显著

低外
,

还显著降低了氢氧化钾
、

灰分和丙酮抽

出物的含量
。

低蛋白质胶乳膜的物理性能试

验表明
,

硫化胶膜的拉伸强度 比二次硫化胶

膜高
。

1
.

2 N R 新品种

为了拓宽 N R 的应用范围
,

R R IM 在 N R

新产品开发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先后

开 发了脱蛋白天然橡胶 ( D P N R )
、

液体天然

橡胶 ( L N R )
、

E N R
、

炭黑共沉胶
、

低蛋 白质胶

乳等
。

( 1 ) D P N R

R R IM 试验农场已有一条 D P N R 生产

线
,

日生 产能力为 2t ( 一个班 )
,

D P N R 生产

成本比 S M R 约高 2 马币
·

k g
一 ` 。

产品全部出

口德国
、

美国
、

日本和韩国
。

D P N R 的生产工

艺流程为
:

匡画亘耍口巡通哩迪适些致画亘困画

甲酸

匾式匡蚕亘亘匡奚三国一匡夏噩五巫亘国塑
生胶性能如表 2 所示

,

应用范围是密封圈
、

垫

圈
、

建筑抗震垫 (低蠕变性 )
、

海底橡胶制品

(低吸水性 )
,

抗震垫 ( 阻尼性 )和保健卫生橡

表 2 D P N R 生胶性能

标准值
项 目

D P N R
一
C V D P N R

一 N

不溶物 (重量 )
,

%

挥发分 (重量 )
.

%

氮 (重量 )
,

%

灰分 (重量 )
,

%

门尼粘度 下尸*

「1尼粘度变化 △V 。

:
.

::
0

.

0 0 4

0
.

17

5 5一 6 5 70一 8 0

6一 12

注
:
C V一恒粘胶

.

N一非恒粘胶
。

胶制品 (低蛋白质 )
。

( 2 ) L N R

R RI M 于 1 9 9 3 年就 已在中试装置上成

功地 生产 出数均分 子量 M
,

小于 1 5 0 00 的

L N R
。

在 N R / L N R 并用研究中发现
,

L N R 的

M
。

太小
,

对物理性能影响较大
;
M

,

过大
,

加

工性 能 不理 想
。

研究 表 明 L N R 的 M
。

在

2 5 0 0 。一 3 0 0 0 0 范围内
,

并用胶具有良好的物

理 性 能 和加 工性 能
。

因此
,

R R IM 在 生产

I
_

N R (材
,

< 1 5 0 0 0 ) 的基础上
,

继续研制出了

材
,

约为 3 0 0 0 0 的 L N R
,

并揭示若要获得 M
。

约为 3 0 0 0。 的 L N R
,

在生产工艺中需要一种

特殊 的表面活性剂
,

该活性剂在反应过程 中

能提高胶乳的稳定性和解聚胶乳的凝聚
。

据 R R IM 干胶工艺部专家介绍
,

L N R 在

胶料配方中可用作软化剂而替代操作油
,

不

仅获得了满意的加工性能
,

而且大大提高了

硫化胶的综合性能
。

这将为制造性能有特殊

要求的 N R 胶料开拓一条新途径
。

( 3 ) E N R

R R IM 于 8 0 年代就 已 开发 出 E N R
,

并
·

在试验农场建立一条生产线
。

E N R 是由胶乳

直接加过氧化物进行过氧化而得
。

由于过氧

化反应速度慢
,

每罐反 应需要 d4
,

因此生产

能力受限制
,

同时也增加 了生产成本
。

与 N R 相 比
,

E N R 具有 耐油性好
、

气密

性好
、

抓着力强的优点
,

因此可以替代 N B R

和 II R 等
。

( 4 )恒粘标准胶 ( S M R
一

C V )

R IR M 试验农场在 2t 规模的制胶生产

线上研究出 既易 控制又 经济的 湿法制造

s M 1R c0 v 工艺
。

其基本思路是在颗粒胶干

燥前加人粘度稳定剂 H N (S 中性硫酸经胺 )
,

而传统的干法工艺是在干燥后加人 H N S
。

马

来西亚主要轮胎公司在使用后
,

向全 国轮胎

制 造 厂 提 出 了 一 项 技 术 建 议
,

即 采 用

S M R I O / 2 0 C V 替代 SM R I O/ 2 0
。

据报道
,

在

替代使用中
,

不仅节约 了电能和劳动力
,

而且

增加了炼胶车间的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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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商业性技术服务

RRI M在马来西亚橡胶行业中的商业性

技术服务
,

主要有例行检查和非例行检查 的

试验服务
、

技术咨询服务和技术转让
。

( 1) 试验服务

R R IM 具有 15 0 / IE C G
一

2 5 质量保证系

统鉴定合格的物理试验室
、

化学分析试验室
、

抗震垫试验室
、

轮胎试验室及试验农场
。

这些

试验室装备有世界先进的试验仪器
,

主要任

务是为马来西亚橡胶及制品进行质量保证试

验
。

近年来例行检验数量呈下降趋势
,

而非例

行检验却在显著增长
,

后者实行有偿服务
。

( 2) 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

R R IM 在 N R 的工程应用领域最为特殊

的技术服务项 目有
:

橡胶与金属的粘合
、

汽车

橡胶部件的构造设计和性能试验
、

空调橡胶

韧性传递连接器的构造设计等
。

R IR M 在橡胶行业中的技术服务 主要

有
:
N R 的混炼工艺

、

生胶并用
、

母胶技术
、

产

品设计和开发
、

帮助小业主建厂
、

解决中小橡

胶制品厂的技术和工艺问题
。

L 4 信息管理科学化

R R IM 于 1 9 9 1 年开始建立计算机 图书

信息管理系统
。

该系统取消了图书卡片
,

大大

提高了检索速度
,

而且为 R IR M 的软科学研

究提供了准确而丰富的数据
。

2 s M R 及混炼胶的生产情况

马来西亚是 N R 的传统出口 国
,

SM R 的

产量和质量均居世界第一
。

由于种种原因
,

胶

园的减少或荒废
,

使胶乳
、

干胶等 S M R 目前

原料 日趋不 足
,

从而影响 S M R 生产的发展

趋势
。

SM R 生产的特点有
:

( 1 )S M R 原料来源拓宽

为了摆脱 S M R 原料不足的困境
,

S M R

生产厂商开辟了在东南亚进 口 原料的市场
。

据南益公司
、

南成橡胶有 限公司
、

同美橡胶有

限公司等介绍
,

他们除了从本国的胶园收购

原材料以外
,

现在还从越南
、

柬埔寨等国进口

橡胶和干胶乳
,

甚至标准胶
,

再按一定比例掺

用
,

制造出高质量的 S M R 产品
,

然后 出口
。

( 2 )改进 SM R 产品

由于原料不足
,

各厂商与有关科研单位

联合开发附加值更高的 S M R 新产品
。

在考

察时发现
,

恒粘度 SM R 产 品在马来西 亚 已

具相 当规模
,

且 已被欧
、

美
、

日等地 区和 国家

轮胎制造商认可
,

因此大有进一步扩大的趋

势
。

近年来
,

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提倡将原产

品加工成半成品或制成成品后输出
,

以提高

产品的附加值
,

增大对该国经济的贡献
。

混炼

胶的生产十分引人注意
,

R R IM 也提供这方

面的专门技术
。

南成公司的情况比较典型
,

该

公司 1 9 4 8 年由新加坡人开办
,

1 9 6 7 年开始

生产 S M R
,

1 9 8 1 年转手给现在的人员
,

1 9 8 8

年开始生产新产品
,

主要是混炼胶
,

1 9 90 年

公司业务分成两部分
:
S M R 和混炼胶

,

1 9 9 4

年 n 月开始与 日本人在市场和技术上合作
,

生产混炼胶向 日本等国出口
。

其基本工艺与

我国的生产工艺相似
:

黑色胶用密炼机生产
,

原材料基本上为人工称量
,

粉状原料 (包括炭

黑 )称量后用塑料袋装
,

然后放置在皮带运输

机上进行投料
。

特点是产量大
,

生产连续
。

日

产量 3 0一 3 5 t
,

月产量 l 0 0 0 t
。

彩色胶采用翻斗式捏合机
。

据介绍
,

这样

清理 比较方便
,

适合于小批量
、

多种颜色的变

化
,

月产量 2 0 0一 3 0 0 t
。

混炼胶配方一般有两种来源
,

一种是按

品质要求
,

客户提出品质
,

工厂按质生产
; 另

一种是用户提供配方生产
。

混炼胶生产厂对

产品品质的控制项 目有门尼粘度
、

硫化特性
、

强伸性能等
。

生产出的混炼胶 以片状或条状码垛
,

每

垛都附有检验报告和供客户检验用的胶片
。

3 固特异轮胎厂的一些技术特点

固特异在马来西亚 的轮胎厂有员工 7 00

人 (其中工人 4 20 人 )旧 产量为 6 0 0 0 套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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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轿车轮胎 4 5。。一 50 0 0 套 ( 100 %子午线轮

胎 )
,

20 英寸载重轮胎 ( 20 %子午线轮胎 )约

5。。 套
,

1 4一 16 英寸轻载轮胎 ( 20 %子午线轮

胎 )约 50 。 套
。

销售分布为
:

88 %内销
,

12 %出

口
。

其中 4 5 %用于配套
。

由于建厂较早
,

因此

装备并不十分先进
。

有两台 2F 70 密炼机
,

胎

面挤出采用双复合热 喂料挤出机 (在挤出线

上有小挤出机
、

贴缓冲胶片和涂胶装置 )
。

另

外
,

还有 3 台 S t ee las ict 钢丝 带束层挤 出机

(采用后续快速裁断包边 机
,

以提高生产效

率 )
。

用一次法成型
.

硫化机硫化
。

其技术特

点如下
:

( l) 内外喷涂工艺

固特异轮胎厂全部胎坯硫化前均采取 内

外喷涂工艺
。

在喷涂装置 中
,

胎坯滚动
,

且 内

外各有一支喷枪
,

分别喷不同的表面喷涂剂
。

据介绍
,

内喷涂 主要起隔离剂和保护胶囊的

作用
,

外喷涂则用于改善轮胎外观 (胎侧 )
。

( 2) 硫化介质

固特异轮胎厂的硫化机
,

外模采用蒸汽
,

胶囊 内采用高温氮气作硫化介质
。

氮气压力

为 30 OM P a 。

硫 化 条 件
:

小 胎 1 74 C 又

9
.

s m in
,

载重轮胎 1 5 6 C 丫 3 4
.

6nr i n
。

据介

绍
.

采用氮气作硫化传热介质
,

不仅提高了胶

囊的使用寿命 ( 5 。。一 6 00 次 )
,

而且也提高了

硫化效率
、

气3 )硫化测温

参观时
,

在硫化机前碰巧看到两条埋有

导线的轿车子午线轮胎
。

导线从胎圈部位导

出
,

共有十几组导线
,

因未装模而没有看到测

试仪器的状况
,

但表明固特异轮胎厂确定硫

化工艺仍要以实际温升曲线为依据
。

4 翻胎工业情况

这 次 考 察 最 多 的 是 翻 胎 厂
,

有 A u -

t o w a ys
、

吉隆集团的 K ay el 翻胎厂
、

日升机构

有 限公司的 日升轮胎有限公司
、

R RI M 的工

艺 中心等等
。

各翻胎厂的修补片均依赖进 口
.

在 打磨工序
,

吉 隆集团和 A ut o w ay
s

采 用电

脑控制打磨和喷水消烟 的新手段
。

上述几家

翻胎厂采用的技术如下
:

( 1) 预硫化胎面翻新工艺

这种低温翻胎工艺的特点是采用预硫化

胎面在 1 15 C 左右的硫化罐中硫化
。

其优点

是无需钢模具
,

翻胎性能优异
。

不足之处是只

能顶翻
,

不能全翻
。

由于采用较低的硫化温度硫化
,

减轻了

高温对胎体的损害
,

从而保持了胎体的原有

性能
,

增加了翻新次数
。

另一方面
,

预硫化胎

面工艺提高了胎面胶 的性能
,

也使翻胎性能

(寿命 )有所提高
。

据介绍
,

预硫化胎面翻新工

艺可制造出性能超过新胎 20 % 的翻新胎
。

预硫化胎面翻胎工艺的技术关键在于预

硫化胎面胶与胎体的粘合
。

因此
,

该翻胎工艺

均从这一点着手
,

诸如专用粘合胶法
、

胎面胶

打毛
、

刷胶浆
、

硫化时加胶囊外套
,

以保证足

够的硫化压力
,

提高粘合强度
。

( 2) 平面刻花翻新工艺

平面刻花翻新工艺的翻新对象是工程机

械轮胎
。

马来西亚技术水平与我国相 当
,

工艺

流程是
:

胎体检查
、

打磨
、

修补
、

分层贴胎面胶

或缠绕法贴胎面胶
、

电热刀平面刻花纹
、

卧式

罐低温长时间硫化
、

成品检验
。

( 3) 传统翻新工艺

传统翻胎工艺的特点是采用模具进行高

温硫化
。

按上胎面胶的形式
,

马来西亚传统翻

胎工艺又可分为挤 出法
、

缠绕法和直接挤出

法
。

①挤出泄
:

有一条胎面挤出
、

冷却
、

定长

裁贴生产线
,

胎面经打毛
、

刷胶浆
,

然后贴在

准备好的胎体上
。

②缠绕法
。

采用仿形缠绕

技术
,

在胎体上直接缠绕胎面胶
,

主要用于轿

车子午线轮胎的翻新
。

③直接挤出法
。

采用

巴威尔精密预成型机
,

在胎体上直接挤压上

热胎面胶
,

一次到位
。

优点是胎面胶与胎体间

非常密实
,

提高了胎面与胎体的粘合性
,

且特

别适合于全翻新
。

马来西亚的翻胎工业基本上是上述 3 种

工艺并存
。

由于 3 种工艺各 自都有优缺点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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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国翻胎行业专家指出
: 3 种工艺

“

相互弥

补
,

共同存在
” ,

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

5 橡胶制品生产情况

考察了马来西亚工业社有限公司
。

该公

司产值 1 0 0 0 多万元人民币
,

工人 51 人
,

技术

人员只占 10 %
,

主要生产汽车配件
。

从该公

司的产品目录获悉
,

共生产 31 种品牌汽车的

配件
,

有新车配件
,

但大多数为维修件
。

生产

规模不大
,

现阶段混炼胶仍委托专门的炼胶

厂生产
,

但原材料和配方由他们自己提供
,

产

品设计
、

模具设计和加工 (包括橡胶模具和金

属骨架的冲模 )
、

金属骨架的生产和硫化工艺

均在厂内完成
。

产品大部分采用注射硫化机

生产
,

其中注射机 7 台
,

平板硫化机 8 台
; 测

试仪器有硫化仪
、

门尼粘度计
、

电子拉力机

等
,

均从美国进 口
。

该公司的特点是
,

模具生

产占用了整个工厂设备的一半
,

具有线切割
、

数控车床
、

电火花加工机等先进的模具加工

手段
。

该公司老板认为
,

生产配件 自己不能做

模具
,

在工艺
、

精度和周期方面都不可能具有

竞争力
。

在 日升公司的车间见到用加热的电刀修

飞边
:

将修边刀焊在普通 电烙铁上
,

通过加热

(与普通 电烙铁的使用方法相同 )来修边
。

据

称这种方法是从欧洲学来的
,

修边效率较高
。

( D E I
J

I N K )使其与 S一 S 键反应
,

不与 C一C

键反应
,

从而保持橡胶主链大分子量
,

而使硫

化网络断裂
。

该技术已在马来西亚
、

美国
、

欧

洲
、

印度
、

中国和 日本申请了专利
。

专利的关

键 是研究发 明 了 D E IL N K 化 学 剂
。

D E

L IN K 化学剂具有

( l) 与 S一 S 键在常温常压下反 应 (易使

硫键断裂 ) ;

( 2) 再生后的胶料在 1 3 5
乙

C下无需再加

硫化体系即可还原成硫化胶
,

而且速度极快

(可逆性 ) ;

( 3) 无毒
、

无环境污染
。

废轮胎的再生工艺是先除去废轮胎胶中

的金属
、

纤维和其它非橡胶成分
,

然后粗碎成

小胶块
,

最后在开炼机上与 10 %的 D E IL N K

化学剂混炼成再生胶
。

再生胶的性能保持率高达 75 %
。

在马来

西亚槟城吉隆集团
,

单先生采用新的轮胎胎

面胶进行再生
,

再生前后的性能对比见表 3
。

6 再生胶新技术

马来西亚科学家 S ek ha
r
博士和俄罗斯

科学家 K or m er 博士共同研究发明了一种再

生胶新技术
。

其基本原理是采用一种化学剂

表 3 轮胎胎面胶再生前后性能对比

项 目 新胎面胶 再生胶

拉伸强度
,

M P a 25
.

0 17
.

。

扯断伸长率
,

% 5 00 3 50

邵尔 A 型硬度
,

度 6 3 6 3

多 次试验表 明
,

再生 胶 强 力 只 下 降

5%一 8%
,

而扯断伸长率可通过加软化剂来

提高
。

专家们建议可应用这一技术来生产耗

胶量大
、

要求较低的橡胶制品
,

如汽车铺地胶

板
、

工业用纯胶管
、

骨架胶管
、

导线胶皮等
。

收稿 H期 2 9 9 5
一 1 2一 5

启 事

为了便于稿件的编辑加工
,

过去要求投寄的稿件一律用稿纸书写
。

随着微机的普及
,

越来

越多的作者投寄稿件是用微机打印的
。

这些稿件字迹清晰
,

便于辨认
,

给编辑加工带来了便利
;

但是大多数打印稿件不 留行距
,

给稿件修改带来了不便
。

因此
,

要求用微机打印的稿件以稿纸

形式输出
;
如无此项功能

,

则要求加大行距
,

以便于修改
。

《橡胶工业 》《轮胎工业 》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