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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胶鞋及制鞋业对橡胶材料发展建议

沈但理
(全国橡胶工业信息总站胶鞋分站 ,上海　200082)

1 我国制鞋工业的用胶特点

上世纪 50年代 ,世界上只有皮革 、橡胶 、硫化

橡胶和树脂橡胶 4 种材料用于鞋底制造 。到 70

年代 ,PVC 、聚氨酯 、热塑性橡胶以及热塑性聚氨

酯等材料进入制鞋领域 ,进入 90 年代以后又有

EVA 、乳胶等材料进入制鞋领域 ,到 2000年前后

聚烯烃弹性体进入制鞋领域。

我国鞋业底材用胶发展历史大致与国际潮流

一致 ,只是在时间上稍微晚了几年 。目前 ,我国也

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 ,在鞋用底材上有 11种材料

供选择。

1.1 按制鞋工艺分鞋用胶的特点

按制鞋工艺方法区分 ,可比较容易清晰地了

解鞋底材料的用胶情况 ,鞋的制造工艺一般可分

为绱底法 、热硫化贴合法 、直接硫化法 、冷粘法 、浇

铸法(又可分为直接或间接两种)和注塑法(也可

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不同工艺其底材的用胶

情况也不相同 ,例如 ,绱底法采用的材料为天然皮

革 ,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 、PVC;热硫化贴合采用的

材料为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冷粘法采用的材料为

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 、热塑性弹性体(TPR、

TPU)、PU 、EVA 、PVC 、POE;直接硫化法采用的

材料为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注塑法采用的材料为

热塑性弹性体(TPR 、TPU 、EVA 、POE 等);浇铸

法采用的材料为 PU 。

1.2 按“四鞋”区分鞋底用胶的特点

我国传统的将鞋分成 4 大类 ,底材的用胶情

况如下。皮鞋应用的材料为天然皮革、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 , 热塑性弹性体(TPR、 TPU)、PU 、

EVA 、PVC 、POE 等;胶鞋应用的材料为天然橡

胶 、合成橡胶 、热塑性弹性体(TPR 、TPU)、EVA 、

POE等;布鞋应用的材料为天然橡胶 、合成橡胶 、

热塑性弹性体(TPR 、TPU)、EVA 等;塑料鞋应

用的材料为 PVC 。

1.3 我国胶鞋行业用胶概况

我国胶鞋行业用胶以天然橡胶为主 ,天然橡

胶约占我国胶鞋行业用胶总量的 55%～ 60%。

具体用胶比例变化受当年天然橡胶与合成橡胶的

价格差距大小而异 ,一般来说 ,近几年胶面胶鞋的

合成橡胶使用比例约在 25%左右 ,而布面胶鞋的

使用比例在 45%左右 。

表 1　胶鞋行业耗胶量及 2006 年预测

　 2004 2005 2006

胶鞋产量/亿双 19 20 21

总耗胶量/万 t 27.06 28.28 29.5

天然橡胶/万 t 15.90 16.57 17.25

合成橡胶/万 t 11.16 11.71 12.26

　丁苯橡胶/万 t 10 10.54 11.04

　顺丁橡胶/万 t 1.16 1.17 1.22

1.4 我国制鞋行业整体用胶概况

一般来说 ,除了胶鞋外 ,我国其他鞋的用胶以

合成橡胶为主 ,通常运动鞋合成橡胶使用量约为

75%,皮鞋的合成橡胶使用量约为 70%左右。

表 2　我国制鞋行业耗胶量及 2006 年预测

　 2004 2005 2006

鞋类产量/亿双 90 95 100

天然橡胶/万 t 22.02 22.95 23.91

合成橡胶/万 t 27.89 19.12 30.34

　丁苯橡胶/万 t 19.18 19.5 20.17

　顺丁橡胶/万 t 7.11 7.12 7.67

其他合成橡胶/万 t 2 2.5 2.5

总耗胶量/万 t 49.91 52.08 54.25

热塑性橡胶/万 t 27 27 27

EVA/万 t 13.25 14.2 14.5

2 我国鞋类产量预测

近几年我国鞋类产量增长很快 , 从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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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3亿双增长到 2004年 88亿双左右 ,7年内增

长了 40%。同期 ,鞋类出口量增长更快 ,从 1997

年 29.96亿双增长到 2004年 60.39亿双 ,增长了

101.57%,这几年我国出口鞋类增长数量几乎等

于国内产量的增长量 。根据我国海关统计资料显

示 ,近年我国鞋类出口数量年增长率在 16%～

17%之间 ,增长较快 。考虑到入世因素影响逐渐

减少 ,预计 2010年我国鞋类出口量将比 2004年

增长 50%～ 60%,按这种增长率推算 , 2010年我

国鞋类出口量约在 90亿双左右 ,考虑到国内消费

量 ,鞋类产量约在 120亿双左右。

3 对我国鞋用合成橡胶供应及发展的建议

合成橡胶是我国鞋类及胶鞋中主要应用的弹

性体材料 。就整个鞋类的用胶耗量来看(不包括

热塑性弹性体用量),合成橡胶的使用量已占整个

鞋类用胶量的 55.9%,尤其在冷粘运动鞋底 、皮

鞋底中使用量比例更高 ,随着今后我国鞋类品种

的发展 ,合成橡胶在鞋类总耗胶量中所占的比例

将上升。下面对我国鞋类中应用量较大的合成橡

胶应用前景谈一些看法。

3.1 乳聚丁苯橡胶(ESBR)

我国乳聚丁苯橡胶广泛应用于鞋类胶制部

件 ,如底材 、鞋面及其他配件 ,既可单一作为胶制

部件的主体材料应用 ,也可与其他弹性体或树脂、

塑料并用成为胶制部件的主体材料 。目前 ,乳聚

丁苯橡胶在我国鞋用合成橡胶消耗总量中占

67%左 右。 主 要 有 SBR1502 和 SBR1778。

SBR1778充油丁苯橡胶用量不大 ,主要原因是价

格偏高 ,合成橡胶生产厂家的技术服务欠缺。

3.2 溶聚丁苯橡胶(SSBR)

早在 20世纪 70 年代 ,我国就开始在胶鞋制

造和鞋底制造中对 SSBR的应用作了研究 ,并在

70年代后期开始在胶鞋制造中广泛应用。早期

主要是日本旭化成公司生产的 Tufdene 系列品

种 ,到 90年代后期开始 ,随着我国茂名和燕山的

SSBR装置投产 ,开始在鞋类中应用国产的 SS-

BR。目前 ,国内 SSBR在鞋业中的用量仅有几千

吨 ,主要是日本进口。国产 SSBR在鞋业的应用

量曾超过 1万 t ,但是没过几年用量大幅度降低 ,

其原因有三 ,一是质量问题 ,二是价格问题 ,三是

销售问题 。

SSBR用于胶鞋制造 ,胶料具有辊筒操作性 、

压延性 、耐磨性 、耐屈挠性和耐低温屈挠性等优

点 ,且外观和触感性能良好。通过高填充可降低

成本 ,同时还具有色泽鲜艳 、表面光滑 、不易走型

和硬度适中等特点 。SSBR 用于制造运动鞋底

时 ,除了上述优点外 ,还具有制品花纹清晰 ,表面

光洁等特性。

3.3 顺丁橡胶(BR)

顺丁橡胶在我国鞋业中的消耗量仅次于乳聚

丁苯橡胶 ,它广泛应用于制备各种鞋类的胶制部

件 ,如鞋底 ,圆条等。目前顺丁橡胶的耗用量约占

鞋用合成橡胶总耗量的 24.45%,前几年顺丁橡

胶因价格低廉 ,在合成橡胶中的应用比例曾高达

45%左右 。

3.4 其他合成橡胶

除了上述二类合成橡胶外 ,一些其他合成橡

胶品种在鞋业中也有不少应用 ,估计消耗量为 1

万 t左右 ,主要品种是:氯丁橡胶(CR)、异戊二烯

橡胶(IR)、高苯乙烯橡胶 、丁腈橡胶和三元乙丙

橡胶等。氯丁橡胶主要于制备鞋用胶粘剂和特殊

劳防用鞋 ,异戊二烯橡胶主要用于制备高级透明

底 ,一些污染型的异戊二烯橡胶一般作为天然橡

胶的替代物 ,用量大小视价格而定。高苯乙烯橡

胶 ,绝大多数用于制备仿底革 ,在胶鞋的一些出型

底品种中也有应用 ,丁腈橡胶和三元乙丙橡胶主

要用于劳防鞋中。

3.5 几点建议

上述合成橡胶在鞋业中的应用都有相当时间

了 ,对于其发展及在鞋业中应用推广 ,我们建议:

1.提高现有品种的质量 ,如顺丁橡胶的色泽

问题 ,乳聚 、溶聚丁苯橡胶的质量稳定性问题及控

制分子量分布问题等 。

2.做好厂厂合作 ,搞好合成橡胶新品种的推

广和现有品种售后服务工作(主要是技术服务)。

3.合理定位合成橡胶的销售价格。

4.与鞋厂密切合作 ,参与他们的品种研发 ,尤

其是运动鞋厂 ,以了解鞋厂对合成橡胶的需要和

性能要求 。

5.加强宣传。当前主要应对已有生产能力的

溶聚丁苯橡胶加强宣传 ,宣传可分两方面 ,一是技

术交流 ,二是厂厂合作 ,以鞋业新产品的形式在鞋

业中推广应用溶聚丁苯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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