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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现状及发展前景(一)

崔小明

(中国石化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研究院，北京 102500)

摘要：详细分析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现状，包括生产能力、产量、进出口量、消费量

以及技术进展。对未来市场需求进行预测，介绍了国内生产装置扩能情况和新建项目，

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分析了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发展前景，并根据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今后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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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现状

我国合成橡胶的工业化生产始于20世纪50

年代末期，经过近50年的发展，合成橡胶产业已

形成较完整的产品体系，除可生产聚丁二烯橡胶

(BR)、丁基橡胶(IIR)、氯丁橡胶(CR)、丁腈橡胶

(NBR)、乙丙橡胶、丁苯橡胶(SBR)[包括乳聚丁

苯橡胶(ESBR)和溶聚丁苯橡胶(SSBR)等]基本

胶种之外，还可生产热塑性丁苯弹性体(SBS)、丁

苯胶乳以及丙烯酸酯橡胶、硅橡胶、氟橡胶、氯化

聚氯乙烯等特种橡胶品种。目前，我国合成橡胶

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三，分别占世界

合成橡胶总生产能力的9．9％，总产量的14．5％；

消费量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21．8％，位居世界

第一。随着我国橡胶工业的快速发展，合成橡

胶的产量和消费量将进一步增长，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

1．1生产

目前，我国能够生产除聚异戊二烯橡胶(IR)

外的所有基本合成橡胶品种，并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生产基地。中国石化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拥

有年产12万t全球最大单套镍系BR(Ni—BR)生

产装置，成为国内最重要的BR生产和出口基地，

同时拥有国内惟一的IIR生产装置；中国石化齐

鲁石油化工公司拥有年产13万t ESBR生产装

置，其充油胶胶种牌号数量及产量位居国内首位；

中国石油吉林石油化工公司拥有ESBR和NBR

生产装置，也是国内惟一生产乙丙橡胶的生产企

业；中国石化巴陵石油化工公司SBS生产能力位

居世界第三位，是国内SBS系列品种牌号最多，

产能最大的生产基地，并且建有世界少有、国内惟

一的一套SBS加氢产品(SEBS)生产装置；江苏

南通申华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ESBR生产基

地，年生产能力达到17万t；中国石化高桥石油化

工公司除生产普通BR产品外，还引进日本先进

技术建成国内最大的SSBR和低顺式BR

(LCBR)联合生产装置，另外，该公司的丁苯胶乳

产能位居亚洲第一；中国石油兰州石油化工公司

是我国重要的合成橡胶研究开发中心和NBR生

产基地。

随着多套新建或扩建生产装置建成投产，近

年来我国合成橡胶的生产能力不断增大。2004

年我国合成橡胶(含胶乳和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

体)的总生产能力为155万t，2006年增大到193

万t，2007年高桥石油化工公司的BR生产装置

扩能改造完成，南京扬子石化金浦橡胶有限公司

年产10万t ESBR装置建成投产，我国合成橡胶

的生产能力又增加了12万t。截止到2007年12

月底，我国合成橡胶的年总生产能力达到205

万t，其中七大合成橡胶(含SBS)的总生产能力

为165．75万t，占我国合成橡胶总生产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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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年生产能力为

90万t，占我国合成橡胶总生产能力的43．9％；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年生产能力为40．95

万t，占总生产能力的20％。在七大基本橡胶品

种中，SBR的年总生产能力为69．7万t，占我国

合成橡胶总生产能力的34％；BR的年生产能力

为54．3万t，占总生产能力的26．5％，生产装置

除茂名石油化工公司和高桥石油化工公司装置采

用引进技术外，其余装置均采用国内自主开发的

专有技术；NBR的年生产能力为4．95万t，占总

生产能力的2．4％；CR的年生产能力为5．8万t，

占总生产能力的2．8％；IIR的年生产能力为3

万t，占总生产能力的1．5％；乙丙橡胶的年生产

能力为2万t，占总生产能力的1．0％；SBS的年

生产能力为26万t，占总生产能力的12．7％。北

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合成橡胶

生产厂家，年生产能力达到27万t，占总生产能力

的13．2 oA；其次是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年生

产能力为22万t，占总生产能力的10．7％。2007

年我国合成橡胶的主要生产企业情况见表1。

表1 2007年我国主要合成橡胶生产企业及生产能力 万t

生产企业 装置总产能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川

燕山石化

齐鲁石化

高桥石化

巴陵石化

茂名石化

小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吉林石化

兰州石化

锦州石化

大庆石化

独山子石化

小计

其它

南通申华

重庆长寿

山西合成

镇江南帝

南京扬浦

小计

合计

主要品种产能

SBS NBR

27．0

17．O

22．0

15．0

9．0

90．O

17．O

7．45

5．0

8．O

3．5

40．95

17．O

2．8

3．0

2．0

】0．O

34．8

165．75

12．0 9．0

4．O

17．8

3．O 12．0

1．0 5．0

37．8 26．0

10．0

27．0 2．0 5．8

59．5 10．2 54．3 26．O 4．95 3．0 5．8 2．0

1．2产量

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加，我国合成橡胶的

产量也不断增加。2001年我国合成橡胶(包括胶

乳及其他合成橡胶)的产量只有104．55万t，2006

年增加到184．5万t，2007年进一步增加到222．0

万t，同比增长20．3％，其中七大主要胶种(含

SBS)的产量为163．3万t，同比增长11．9％。产

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

江苏南通申华化工公司和齐鲁石油化工公司，年

产量分别达25．9万、21．36万和21．26万t。产

量最大的品种依次为SBR，BR和SBS，这3种产

品的年产量合计达到148．4万t，占七大胶种总产

量的90．9％，其中SBR的产量为70．1万t，占七

大胶种总产量的42．9％；BR的产量为48．1万t，

占七大胶种总产量的29．5％；SBS的产量为30．2

万t，占七大胶种总产量的18．5％。2003～2007

年我国合成橡胶主要品种的产量见表2所示。

1．3进出口量

由于我国合成橡胶的产量仍不能满足国内的

需求，每年都得大量进口。2001年我国合成橡胶

(fi-胶乳)的总进口量为75．28万t，2006年总进

口量为130．35万t，其中七大主要胶种的进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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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近年我国合成橡胶主要品种的产量 万t

胶种 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 2007年

为99．51万t，占总进口量的76．4％。2007年总

进口量进一步增加到141．35万t，同比增长

8．44％。其中七大主要胶种的进口量为110．33

万t，同比增加10．9％，占总进口量的78．0％。进

口较多的品种主要为SBR，SBS，IIR和BR。其中

SBR的进口量为25．77万t，占总进口量的

18．23％；BR的进口量为21．95万t，占总进口量

的15．53％；IIR的进口量为18．23万t，占总进口

量的12．9％；SBS的进口量为21．82万t，占总进

口量的15．44％。进口增长最快的胶种为BR和

乙丙橡胶，进口量分别比2006年增长43．18％和

33．97％。

我国合成橡胶进口主要来自韩国、日本、俄罗

斯以及我国台湾省。2007年来自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进口量占总进口量的61％。其中从韩国进

口的最多，其次是我国台湾省。来自韩国、我国台

湾和俄罗斯的进口量虽然较大，但大多为价格较

低的通用胶种SBR，BR和SBC。价格较高的非

通用胶种如IIR、乙丙橡胶、CR和NBR等主要来

自日本、美国和西欧。我国合成橡胶主要以来料／

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为主，其中进料加工贸易量占

总进口量的37．5％，来料加工贸易量占13．5％，

一般贸易方式占36．1％，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主

要来自俄罗斯)占4％。

在进口的同时，我国合成橡胶也有少量出口。

2001年我国合成橡胶的出口量为11．53万t，

2006年为7．95万t，同比减少13．2％，七大主要

胶种的出口量为6．33万t，占总出口量的

79．6％。2007年总出口量为8．14万t，同比增长

2．4％，七大主要胶种的出口量为6．25万t，占总

出口量的76．8％。其中SBR的出口量最大，为

1．81万t，占总出口量的22．2％；其次是BR，出

口量为1．47万t，占总出口量的18．1％。出口增

长最快的胶种为EPR和CR，出口量分别比2006

年增长110％和50．8％。近两年我国合成橡胶的

进出口情况见表3。

表3 近两年我国合成橡胶的进出口情况

2006年 2007年胶种i面万面面i面万百面酊百百蓟丽
万t 万t 万t ％ 万t ％

1．4供需情况

2006年我国合成橡胶的表观消费量为306．9

万t，同比增长16．7％，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

大合成橡胶消费国。2007年我国合成橡胶的表

观消费量达到355．21万t，同比增长15．8％，其

中七大主要胶种的消费量为267．39万t，同比增

长13．42％，占总消费量的75．28％。SBR的表

观消费量为94．06万t，年均增长率为10．91％；

BR的表观消费量为68．58万t，年均增长率为

12．71％；EPR的表观消费量为12．08万t，年均

增长率为17．73％；NBR的表观消费量为13．63

万t，年均增长率为16．8％；CR的表观消费量为

6．49万t，年均增长率为3．10％；IIR的表观消费

量为21．4万t，年均增长率为26．22％；SBS的表

观消费量为51．15万t，年均增长率为6．77％。

近年来我国合成橡胶的供需情况以及主要品种的

表观消费量分别见表4和表5所示。

从国内供需来看，近几年国产合成橡胶的市

场占有率为62％，但是各主要胶种国产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差别较大。在轮胎用胶中，SBR和BR

的供应比较充足，市场占有率在70％以上，但IIR

的市场占有率却仅有17．2％，所需产品主要依赖

进口，特别是制造无内胎轮胎必需的气密层用卤

化IIR(XIIR)和可代替天然橡胶的IR在我国还

没有生产。在非轮胎用胶中，CR和SBS的市场

占有率较高，而NBR和EPR的市场占有率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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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仍主要依靠进口，亟待进行装置能力的新一

轮扩增。近年来我国合成橡胶主要品种的市场占

有率见表6。

表4近年来我国合成橡胶的供需情况

表5近年我国主要合成橡胶品种的表观消费量万t

表6 近年来我国合成橡胶主要品种的市场占有率％

胶种 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1．5技术开发进展

我国合成橡胶在生产技术和产品开发方面取

得了长足的进展。Ni—BR、稀土钕系BR(Nd—

BR)、SSBR和SBS等品种的生产技术都处于世

界先进水平。

我国自行研究开发了Ni—BR生产技术，通过

改进催化剂陈化方式，采用特殊结构的三釜串联

连续聚合工艺和防堵挂技术，优化凝聚操作条件

和工艺，采用吸收式热泵技术(AHT)以及自终止

技术等，使整体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物耗和能耗大

幅度降低，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能

力，产品已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在世

界上首次以铁系催化剂成功合成出乙烯基含量大

于80％的高乙烯基聚丁二烯橡胶(HVBR)，攻克

了国外锂系催化体系乙烯基含量不超过70％，乙

烯基聚丁二烯橡胶物理性能不佳的难题。所生产

HVBR的性能指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仅具有

BR良好的耐磨性，同时抗湿滑性能优良，而且生

产成本低、工艺简单，适合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是

有广阔市场和发展前景的轮胎橡胶新品种。新合

成路线的溶剂体系和聚合工艺可方便地在现有

Ni—BR装置上推广。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和大连理

工大学也开发出多种改进型中高乙烯基聚丁二烯

橡胶。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与锦州石化公司合作，采

用三元羧酸钕催化剂自行开发成功溶液法钕系

BR(Ln—BR)技术，建成万吨级工业生产装置，使

我国成为继德国和意大利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生产

Im—BR的国家。采用该技术生产的BR顺式一1，4

结构含量达到98％，相对分子质量分布较宽，主

要性能指标等同于意大利Enichem公司和德国

朗盛公司同类产品。锦州石化公司根据Nd—BR

的生产实践，完善了稀土催化剂各组分的生产技

术和分析评价方法，建立了稀土催化剂的质量标

准；结合国内外标准，提出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

品标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标

准——稀土顺丁橡胶(BR)9100》。此外，国内还

开发出多种催化体系，如聚(苯乙烯一丙烯酰胺)载

体／NdCl。络合物催化剂，酸性膦酸酯铷盐／

Al(i-Bu)3／A12Et。C13催化体系，NdCl3·nTBP／

MgCl。一Al(i-Bu)。·异戊二烯三元催化体系；国

内还首次发现在铷系催化丁二烯聚合中加入

C。。／c，。(球碳或富勒碳)添加剂，可使催化活性提

高10％以上，更重要的是球碳参与并影响了体系

活性中心的形成和链增长过程。

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国内对

ESBR装置进行了以提高反应速度和聚合转化率

[在(10±2)h内转化率达到(70±2)％]为目标

的技术创新，开发出了高苯乙烯含量SBR、粉末

SBR(PSBR)等新产品，产品质量和性能达到国际

同类产品水平。齐鲁石油化工公司开发出的高结

合苯乙烯的非污染型SBRl516具有优异的抗湿

滑、耐屈挠等性能，在轮胎三角胶、胶鞋以及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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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SBRl714为

高充油SBR，除具备普通充油SBR加工性能好、

生热低、低温屈挠寿命长、用作胎面胶时抓着性能

好的特点外，还具有优异的耐磨、抗湿滑等性能，

可应用于轮胎胎面、胶管、胶带等领域，具有较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含亚硝胺类物质的环

保型SBRl721，已替代进口产品应用于轮胎生产

中。南京扬子石化金浦橡胶有限公司顺利生产出

了环保型SBRl712E和填充高芳香烃油的

SBRl712。兰州石油化工公司开发出高门尼粘度

PSBRl712产品，申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开发成

功填充低稠环芳烃油的SBRl723，该产品与

SBRl712相比，生胶门尼粘度低，拉断伸长率稍

低，定伸应力稍高，开炼机混炼工艺性能稍好，两

者的基本物理性能没有明显的差异。SBRl723

能适用于环保要求较高的橡胶制品。吉林石油化

工公司研究院与有机合成厂协作开发了一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转化率SBRl502新技术，通过

调整工艺配方，将SBR聚合转化率由原有的

62％提高到70％，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在SSBR产品开发方面，目前我国除了进行

工业化试生产SSBR2205，SSBR2535，SSBR42355

等之外，采用多螯锂引发剂合成出4个充环烷油

的YH834，836，834B和836A牌号SSBR，由于

其相对分子质量分布宽，高相对分子质量分子比

例高，具有典型的三峰结构，可满足非轮胎制品行

业的要求。同时采用丁基锂和多螫锂引发剂开发

出充芳烃油的YH837和839新牌号SSBR，可改

善轮胎湿路面抓着性，又不损失其低滚动阻力和

耐磨性能。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研究院采用连

续聚合分子调控技术，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牌号SSBR，YL950为中苯乙烯、中乙烯基非充

油产品，YI。951为相应的充油产品；YL954为高

苯乙烯基充油产品，YL952为高乙烯基充油产

品。此外，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还研发成功集

成橡胶(SIBR)合成技术，利用该技术开发出了星

型高支化HB-SIBR新产品。与偶联型SSBR相

比，该产品同时具有较好的抗湿滑性能和优异的

低滚动阻力性能，其ta神(50℃)为0．0898～

0．1019。由于SIBR的tal腑-温度曲线峰形较宽，

使得SIBR的动态力学性能测试(DMA)结果中

的tan0(0℃)和tan6(50℃)差距扩大，两者比值

达到4～5。

我国自行研究开发的锂系橡胶如SBS，

SEBS，SSBR和LCBR的万吨级国产化成套技术

和装备都已经实现工业化，其中SBS还成功地实

现了向意大利Enichem公司和我国台湾省合成

橡胶公司的技术转让，实现了我国合成橡胶技术

的首次出口。SBS氢化改性和锂系乙烯基BR技

术开发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江苏南通东腾特种橡胶有限公司开发出氯化

丁基橡胶(CIIR)生产技术，并建成年产500 t生

产装置。该项技术首次运用多段时豫法和微观混

合反应器进行氯化，采用优选的助剂介入调和，形

成米粒状颗粒；采用自行设计的负压干燥器及选

定的氯化、中和及后处理工艺条件及设备。经测

试，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水平。

此外，我国在粉末NBR、新型环保型乙丙橡

胶等产品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未完待续)

横滨推出高性能AVID Touring-S轮胎

横滨轮胎公司从2008年第三季度起向美国

市场推出AVID系列AVID TouHng-S轮胎。该

款轮胎共有19个规格。据公司介绍，AVID

Touring-S轮胎可装配于包括福特Focus、三菱

Lancer、日产Altima、本田cry、雪佛兰uplander

和Dodge Caravan、丰田Sienna车辆在内的轿车、

SUV车和小型面包车。轮胎特征如下：(1)胎

面部位的条状花纹可降低轮胎噪声，保证轮胎

良好的操纵性能；(2)胎侧部位使用较硬的夹

层胶，有助于吸收颠簸和振动；(3)胎侧花纹沟

可以提高轮胎的排水性能以及轮胎在湿路面

上的牵引性能；(4)特殊的交叉牵引花纹可以

提高轮胎在极为苛刻条件下的操纵性能；

(5)胎面胶独特配方可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以

及提高轮胎在光滑路面的牵引性能。

罗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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