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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关注 我国航空轮胎工业走出创新之路

近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对我国航空轮胎的研发

和国产化进行了报道和关注。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近期

已经完成了设备安装和部分功能调试，建成运行后将

为仿生合成橡胶制造的航空轮胎最终走向产业化奠定

基础。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有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综

合研究试验台，从航空轮胎的静力学到动态特性研究

都可以完成。

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主要由飞行起降动力学、硬

核科技和航空轮胎制造实验基地组成，其核心是一系

列飞行起降动力学大装置，主要包括航空轮胎高加速

试验台、轮胎道面环境试验台、飞机起落架摆振试验

台等大装置。

航空轮胎高加速试验台，是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

里轮胎性能测试的利器。它能够模拟、测试航空轮胎

在最大每小时600 km的速度时与地面摩擦，同时发生

轮胎的偏转、侧倾等情况下，航空轮胎的可靠性及使

用寿命。

经过反复测试，目前由我国科学家研制并送到这

里的仿生合成橡胶航空轮胎，在极端工作条件下，可

以实现比天然橡胶制造的航空轮胎使用寿命提升35%

以上。

在吉林长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

试验基地里，一批批仿生合成橡胶下线，经过压块包

装后，被送往制造工厂，用于新一批航空轮胎样品的

制造。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晨曦介

绍，原材料是制约我国高端航空轮胎发展的第一步。

要实现稳定供给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目标，则非“仿

生合成橡胶”这个办法莫属。

要达到航空轮胎的使用标准，需要让仿生合成橡

胶具有特级天然橡胶类似的性能。科研人员通过模仿

天然烟片橡胶的精细结构，在合成橡胶分子链上以特

殊的方法嵌入蛋白质和磷脂，攻克了连续聚合工艺和

工程技术，制备出了批量化仿生合成橡胶，其关键性

能、指标目前已达到进口特级天然橡胶的水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杨小牛指

出，仿生合成橡胶的成功研发，标志着我国已经将天

然橡胶从农产品变成了工业品，克服了天然橡胶的品

质对地理位置的苛刻要求，也不再依赖进口。我国可

以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生产量，把存“战略物资”

变为存“技术和生产装置”。

破解了原材料供应难题只是实现了新型民用航

空轮胎国产化的其中一步。如何研制出具有强大性能

和市场竞争力的航空轮胎产品，从而打通科技成果转

化“最后一公里”？这是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又一道难

题。

弹性体功能复合材料实验室，可以对轮胎橡胶

材料配方进行各种性能验证试验，为轮胎设计提供数

据。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出一套全新的数字轮胎工业软

件，同步实现轮胎结构设计与性能预测。在软件中，

轮胎的各项数据、受力情况等要素一目了然，不仅可

以实现亚毫米级空间解析度上的设计，还大大缩短了

原有的流程和开发时间。

为了实现航空轮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一目标，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依托“仿生合成橡胶”

专项，已经完成航空轮胎国产化技术全链条贯通和应

用验证，实现了仿生合成橡胶和数字轮胎工业软件

两项“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突破，掌握了41项核心技

术，从而使我国在航空轮胎工业上走出一条完全区别

于西方国家的创新之路。

摘编自“聚胶”



31

产业市场

2024年　第3期   总第555期

胶价大涨！

正道轮胎近日宣布旗下多品牌调价！

目前龙头持续封盘刺激，叠加成本下行，421#金

属硅报价15200元~15600元/t，局部下行50元，利好单

体厂修复利润面，昨日山东个别单体厂再涨100元，

DMC报价15300元/t，其他单体厂也在预售订单支撑下

继续挺价，向16000元大关逼进，DMC市场呈现稳中

有进格局。

目前市场情绪比较割裂，一边认为利润回归是

商业本质，当前涨价是必然的，后续还存一定的上涨

空间；另一边则认为产能过剩并未改变，趁龙头封盘

炒作而已，涨不了多久。但从不相信涨，到现在已经

实打实的涨了近两个月，看来2024年单体厂画风要突

变，修复利润的决心比较大。不过随着价格攀升，节

后终端需求订单量并没有大幅增长，中下游企业不敢

孤注一掷持续看涨，本周补仓偏谨慎，博弈氛围较

浓！别看市场涨的嗨，大家重心仍在关注龙头厂何时

开盘？目前业内一致认为龙头厂将以“涨”势开盘，就

看涨多涨少。

正道轮胎有限公司近日宣布，鉴于能源双控政策

影响下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及能耗成本增加，自2024年3

月15日起，将对其所有品牌产品价格进行2%~4%的上

调。这一调整是为了确保公司能够持续向市场提供高

价值的产品，并应对不断攀升的生产制造成本。

与此同时，春节过后，轮胎行业内已有多家企业

相继发布了涨价通知。其中，山东兴鸿源轮胎和青岛

福马轮胎均在2024年2月下旬宣布了价格上调的决定。

据炭黑产业网了解，这两家公司均指出，轮胎主要原

材料及相关辅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是导致运营成本上升

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山东兴鸿源轮胎自2024年2

月25日起，对其旗下多个品牌的全系列产品价格进行

生胶市场：节后生胶这一轮涨势，可谓是扬眉吐

气，不仅全面摆脱倒挂，反弹也是最为猛烈，由云南

生胶厂带头，一路冲至17400元~17800元/t，目前高分

子生胶也涨至18300元~18500元/t。场内来看，节后生

胶快速崛起是几大因素堆砌而成，首先，龙头封盘刺

激下，同行及混炼胶都预估到或有一轮涨价来袭，趁

着涨势未成而提前备货是部分混炼胶企业布局市场的

关键；其次，由于此前生胶一直被龙头厂低价压制，

多数单体厂生胶装置长期降负，节后龙头一封盘，打

的混炼胶措手不及，尤其部分等料生产的企业需积极

采购现货生胶，恐涨情绪下备货量有所加大，市场现

货出现阶段性供应缺口，拉涨顺势而起。

综合来看，生胶的涨势可以说是“大超预期”，不

过龙头操盘还未到位，生胶炒涨能否全面落实还有待

观望，后续还得看龙头如何报价，预计短期内生胶延

续向好运行。

摘编自“中国轮胎商务网”

了3%~5%的上调。而青岛福马轮胎也从同一天起，将

“FULLRUN”和“AUTOGRIP”两大品牌的全系列产品价

格上调了相同的幅度。这一系列涨价举措反映了当前

轮胎行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和市场动态。

摘编自“中国轮胎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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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到交付，一辆新能源车诞生背后的隐形力量

近日，一份数据格外引人注意。据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统计，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958.7

万辆和949.5万辆，连续九年稳坐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第一的宝座。这份闪耀的成绩单，彰显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遥遥领先”。而润滑油液作为汽车工业配

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版块，在新能源汽车时代依

旧扮演着关键角色。

一辆新能源汽车，从生产到交付究竟要经历什

么？背后又有哪些润滑力量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踏上

溯源之旅。

生产阶段：降本增效，润滑管理来帮忙

新能源汽车时代，由于动力源和驱动发生颠覆性

改变，由电池、电机、电控组成的三电系统成为全新

的三大件。根据业内权威机构表示，三电系统的成本

占据整辆纯电动车总成本的70%以上。其中，最核心

的部分就是动力电池，而电动汽车电池制造需要多种

矿石原材料，如锂、钴、镍、锰等。除了电池，车辆

其他零部件包括车身车架所用到的钢铁、铝等，其原

料也需要通过矿石开采得到。

有了基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之后，接下来便是冲

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工艺流程，——至此，一辆

新能源汽车脱胎成型。

从上游关键矿物的提取和精炼、到中游零部件的

冶金加工，再到最后的整车生产组装，毫无疑问，生

产一辆新能源汽车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机械设备的应

用，也离不开润滑的助力。

润滑是关乎设备运行效率、维护成本乃至行业

生产的“命脉”，良好的润滑管理就如同对血液的精心

呵护，是保持行业高效生产、节能减排的关键。拥有

航天基因，多年来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润滑产品与服

务的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便是润滑管理领域的佼佼

者。

据悉，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已经建立了完善的

技术服务内容，从精简润滑、用油诊断、油液监测、

到润滑系统清洗、企业润滑管理培训、废油回收服务

等，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管家服务。无论是大型的钢

铁、石油化工设备还是精密的机床设备，中国石化长

城润滑油都能够为用户带来量身定制的润滑管理方

案，维护设备平稳长周期运行，帮助企业实现价值效

益最大化。

此外，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在全球拥有近千名名

一流的技术服务工程师、50名专业客服，能够随时响

应客户需求。

交付阶段：陆运船运，术业有专攻

一辆新能源汽车生产完成并经过质量经验合格

后，便进入交付阶段，从工厂发运至全国交付中心。

长途重载运输过程中存在路况复杂、多拉快跑、运输

周期长、保养成本较大等润滑难点，同时国六标准下

对柴油机油品质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为了满足市场对商用车低碳环保润滑油的需求，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研发了一系列绿色环保润滑油产



33

产业市场

2024年　第3期   总第555期

品，覆盖发动机油、传动系统油、轮毂轴承润滑脂、

合成制动液与冷却液等。这些产品不仅具备优异的润

滑性能，而且在降低机器能耗和碳排放量方面也取得

了显著成果。

值得一提的，海外市场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重

要交付目的地。据统计，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超12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77%。伴随着我国新能源

汽车出海火热，大型船已成为汽车运输船新订单的主

流。在远洋运输领域，我们同样能看到中国石化长城

润滑油的身影。

在世界润滑市场，船用润滑油被公认为“技术门

槛”非常高的产品门类之一。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作为

为数不多能够为航运行业提供配套润滑的品牌，拥有

类目齐全的船用油产品线，产品技术实现国际/国内认

证基本全覆盖，并在东南亚、中东、欧洲、南北美、

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港口设有船用油供应网

点，可满足现市场上所有船舶发动机的用油需求。

使用阶段：提升驾乘体验需要“新”润滑

在用车阶段，影响车主驾驶体验的关键依旧在于

三电系统，提升此类部件的性能表现也是整个产业链

发力的所在。作为必不可少的配套产品，润滑油脂液

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开发迎来全新挑战。而我国首个可

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全面润滑、冷却解决方案的品牌，

正是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

依托深厚的科研实力，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围绕

三电系统全新的应用工况，进行适应电动汽车润滑冷

却新的技术革新，创新性地开发了ERO系列电动汽车

减速箱油、电池恒温液、混动发动机油、制动液和润

滑脂等覆盖油、脂、液的全品类产品，能够满足新能

源汽车个性化、高效化地润滑冷却应用新需求，为车

辆电驱系统、电池系统、混动发动机、制动系统等关

键核心零部件提供长效稳定保护，为车主消费者带来

更顺畅、更美好的驾驶感受。

在“双碳”共同目标下，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国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而高效全周期的润滑服

务、润滑油品质和标准升级是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的重要一环。

从一辆新能源汽车从生产到交付的全流程中，我

们真切感受到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全面润滑守护的力

量。我们也相信，作为中国润滑油行业领军品牌，中

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将继续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贡献绿

色科技价值，以高品质的润滑产品和完善的润滑管理

服务，在中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变革历程中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中国润滑油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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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研发天然橡胶试制的航空轮胎通过试验验证

全国人大代表、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加快人工智能

与化工深度融合 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2月26日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获悉，采用该

院自主研发的航空轮胎专用天然橡胶试制的C919、

ARJ21等机型的24款飞机轮胎通过了动态性能试验验

证。

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研究员曾日中介绍说，

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联合天然橡胶生产、加工及应

用领域的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进行全产业链攻

关，培育出“热研73397”等新品种橡胶树作为航空轮胎

专用胶的种植材料，制定并颁布了“特种胶园生产技术

规范”农业行业标准、“航空轮胎专用天然橡胶标准化

胶园管理规范”企业标准，建立了航空轮胎专用胶标准

化示范胶园和加工示范基地，为航空轮胎生产提供稳

定、高品质的胶乳原料。

研究团队还通过大量试验，对航空轮胎专用天然

橡胶加工工艺、技术参数进行优化，研制的专用胶性

能较好地满足了航空轮胎生产的需求。

下一步，中国热科院橡胶研究所将继续提升航空

轮胎专用天然橡胶的质量稳定性，为航空轮胎用胶国

产化提供高质量科技支撑。

摘编自“中国轮胎商务网”

2月29日，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24第

十九届中国(济南)国际太阳能利用大会暨第三届中国

(山东)新能源与储能应用博览会上正式发布Hi-MO X6

双玻耐湿热光伏组件新产品。

据介绍，该组件以隆基绿能自研的复合钝化背接

触电池技术(HPBC)为基础，是首款基于HPBC的双玻

组件，具有转换率高、安全可靠、耐湿热等特点。

图为双玻耐湿热光伏组件展示区

隆基绿能分布式业务中国区总裁牛燕燕表示，

此次发布的双玻组件具备较强的耐湿热性，是由于

HPBC电池电极材料中不含有银铝合金，不易发生电

化学反应。同时，该组件还采用双面聚烯烃弹性体胶

膜工艺，抗水汽能力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的7倍;

采用分子间隙更小的高阻水密胶封装，阻水效果更加

明显。因此，此款双玻组件更适用于海上光伏、化工

园区等复杂场景之中。

“我国目前84%的双玻光伏组件装机都位于沿海及

高温高湿区域。在这种环境下，组件很容易被水汽侵

入，发生化学反应腐蚀电极，导致光伏功率衰减呈指

数级下降。”牛燕燕说。

隆基绿能对该组件进行的专业测试结果显示，在

85℃和85%的湿度下，组件的衰减只有0.89%，远低于

国际电工委员会5%的行业标准。同时，该组件的电位

诱发衰减测试结果为1.26%，使用首年衰减仅1%，线

性衰减仅0.35%，预计30年后仍有88.85%以上的输出

功率质保。以广东地区1ΩW电站运行30年为例，Hi-

MO X6双玻耐湿热组件比PERC双玻组件多发电21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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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材料！中联融鑫成功研发EVA全生物降解母料

全新轮胎法规将启用

在全生物可降解科技领域，中联融鑫研发团队近

日取得了新的突破，成功研发出能够将EVA(乙烯-醋酸

乙烯共聚物)完全生物降解的全生物降解母料，这一创

新成果标志着该公司在环保材料研发方面再次迈出了

重要步伐。

据了解，中联融鑫此前已经成功研发出全生物降

解PE/PP母料，而此次研发的EVA全生物降解母料则是

该公司在环保材料领域的又一力作。这款新材料不仅

具有轻便性和良好的弹性，更重要的是其环保特性，

目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宣布，

将引入一种测量轮胎颗粒物排放的方法，就像对制动

系统采用的类似方法一样。

轮胎由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以及聚合物和其他化

学物质组成，轮胎因与路面摩擦而磨损，例如当车辆

转弯、加速或制动时，将小颗粒释放到空气中并释放

到路边和周围环境中。

在污染和能源工作组的支持下，噪音和轮胎工作

组根据联合国第117号条例批准了两种测量轮胎磨损的

方法：在行驶8000km的车队的开放道路上进行测试，以

及对超过5,000公里的磨损滚动滚筒进行实验室测试。

由于磨损而造成的轮胎重量损失将以轮胎上每吨

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降解，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

据了解，中联融鑫的这款EVA全生物降解母料可

广泛应用于各种包装材料、床垫、座椅垫、减震器等

领域，市场前景广阔。目前，样品已经在广东某大型

企业进行试用，预示着EVA全生物降解即将成为现实。

这一创新成果不仅有望推动环保科技的发展，也将为

环境保护贡献重要力量。

摘编自“色母粒产业网”

kWh，增加收益128万元；比TOPCon双玻组件多发电

103万kWh，增加收益62万元。

目前，隆基绿能在分布式场景已形成Hi-MO X6、

Hi-MO X6防积灰组件、Hi-MO X6双玻耐湿热组件等

系列产品，可满足国内大部分分布式场景对光伏电站

可靠性的要求。

未来，隆基绿能还将推出更多“绿电+绿氢”解决方

案，致力于稳步降低氢能的生产成本，为实现更具成

本效益的氢能产业做出贡献，并积极探索绿氢“多技术

路线+多场景应用”路径，以广泛应用于石化、电力、

交通等场景。

摘编自“中国化工报”

负载的毫克/公里为单位。这些方法将应用于市场评

估工作，以收集各种轮胎尺寸、型号和品牌的磨损数

据，确定磨损限值，并在2025年9月之前纳入联合国第 

117 号法规，用于乘用车轮胎（C1 轮胎）。

一旦修订后的法规生效，轮胎制造商将不得不确

保所有销售的轮胎都符合这些限制。超过限制的制造

商将需要调整其材料成分或制造工艺。该提案由法国

和欧盟委员会牵头，将作为欧盟欧7提案的参考方法。

预计该方法将在 2026~2027年扩展到涵盖配备C2 

和C3轮胎的较重车辆，从而有助于显著减少微塑料对

环境的污染。

摘编自“中国轮胎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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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液体黄金轮胎登陆央视，引领国潮新风尚

促进国潮消费、弘扬国潮文化、提振发展信心。

2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闹元宵暨国货潮品

馆”揭幕活动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台长慎海雄等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赛轮集团董事长刘燕华携液体黄金轮胎亮相“国货

潮品馆”，并上台分享了赛轮以科技创新引领国潮“出

圈”，助力美好出行的生动实践。

国潮是一份坚守、一种创新。赛轮出身于被誉为

“橡胶界黄埔”的青岛科技大学，基因里涌动着创新精

神。多年来，赛轮始终以“一群人、一条心、一辈子、

做一条好轮胎”为使命，致力于让橡胶工业站上世界新

高度，不断演绎着“国潮”的精神与内涵。

自创立以来，赛轮协同上下游产业链，持续发

力科技研发。液体黄金轮胎采用世界首创化学炼胶技

术，成功打破了困扰轮胎届多年的“魔鬼三角”难题，

更节能、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轮胎性能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在北方刚刚经历的雨雪天气，液体黄金轮

胎优异的抗湿滑性能得到车主们的一致好评，彰显了

中国制造水平的全面提升，也赢得了大众对民族轮胎

品牌的认可。

在科技引领、产品创新的基础上，赛轮将传统的

轮胎产业注入时尚内涵，引领国潮新风尚。针对时尚

车主对“颜值”的需求，赛轮推出液体黄金炫彩系列轮

胎，耀金黄、朱砂红、孔雀蓝等六种颜色可实现个性

化定制。

国潮风起，中国品牌前景可期。未来，赛轮将继

续以“做一条好轮胎”为使命，书写“勇于尝试、敢于创

新、善于表达”的国潮故事，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赋

能添彩，为广大用户的安全、绿色和智慧出行贡献中

国力量。

摘编自“中国轮胎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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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轮胎品牌，成为高端新能源重卡首选配套

广饶胎企接下欧盟100多万套轮胎订单！

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将为中国重型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商用车V7-X EV提供配套

轮胎。中国重汽成都商用车作为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

的领军企业，一直致力于产品的布局与创新升级，而

V7-X EV作为其高端车型，专为运输行业量身打造，

堪称拳头产品。

华盛橡胶为V7-X EV设计的轮胎，采用了HS168

三道纵向曲折沟和独特的花纹沟开槽设计，使得轮胎

在操纵性能方面表现出色。同时，肩部傍花设计的运

用，不仅有效预防了因肩部生热可能导致的肩空肩爆

问题，还显著抑制了轮胎的偏磨现象。此外，通过独

特的配方设计，轮胎的抗撕裂、耐切割性能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

据了解，华盛橡胶的另一款S09混合型花纹轮胎

也备受关注。这款轮胎采用了超耐磨配方组合技术，

无论是在差路还是铺装路面上，都能展现出优异的耐

切割、耐掉块性和耐磨性能。其V型大角度沟槽设计

及弹石块设计，能有效防止夹石对沟底及带束层的损

伤，降低轮胎的早期损坏风险。而阶梯型肩傍花设计

春节刚过，在山东永盛橡胶集团有限公司成型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春节前

夕，永盛橡胶接到了一笔来自欧盟的100多万套的轮胎

订单。为了及时交付订单产品，该企业开足马力、加

班加点，全力以赴赶制这批订单。

“正月初三我们的生产人员已全部就位，生产设备

全部完成调试，正月初八我们的单日出口发货量达到

了3万余条。为了按时完成生产任务，我们的生产人员

三班倒，生产设备不停，全力以赴、上下齐心，迎战

龙年开门红，确保顺利完成第一季度生产任务。”山东

永盛橡胶集团半钢国贸部经理张兵华说道。

出口是山东永盛橡胶集团重要的业务增长点，该

企业今年1月份新接欧盟订单20笔，同期相比增加15%

则既起到了散热作用，又防止了偏磨现象的发生。

华盛橡胶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与

主机厂的紧密合作、对应用场景的精准聚焦以及实际

性能的不断优化测试，共同推动车辆性能的提升。作

为中国重汽高端车型的重点供应商，华盛橡胶针对降

本增效的需求，致力于提高轮胎的低滚阻、高节油性

能，以增强市场客户的服务体验。

摘编自“炭黑产业网”

以上。订单量的持续增长得益于技术的不断创新突

破。该公司投资15.1亿元，新上基于物联网技术的人

工智能化半钢高性能绿色环保子午胎装备改造升级项

目，对厂区原有年产500万条高性能半钢子午胎项目进

行技术改造，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工艺及生产设备，

嵌入智能化生产软件系统，从原材料入库到产品出库

进行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提升，将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整个工厂的产能，从改造前的11000条提升到现

在的16000~17000条，尤其是集成阀组，和伺服控制系

统的使用，将蒸汽和电力的能耗，较传统机型降低了

20%。”山东永盛橡胶集团半钢智能工厂设备处处长王

文正说道。

摘编自“聚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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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国际MIAK产品获化工新材料2023年度创新产品称号

近日，中化国际自主研发生产的甲基异戊基酮

（MIAK）产品经过层层遴选，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学

工业联合会“化工新材料2023年度创新产品”称号。该

产品的成功研发，不仅可保障中化国际高端橡胶防老

剂重要原料的稳定供应，对于补齐我国化工新材料产

业链供应链短板也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国内

化工企业技术创新，推动化工新材料下游应用，加快

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开展化工新材料年度创新产品评价工作。2023年，向

全行业企业公开征集化工新材料创新产品，经形式审

查、专家综合评价，最终评选出20个产品。

甲基异戊基酮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中间体，

具有良好的溶剂属性，以及低密度、低挥发速度、易

生物降解等特性，在油漆涂料、数字印刷油墨、电子

化学品、工艺溶剂等广泛领域有着重要应用。它也是

中化国际高端橡胶防老剂产品的重要原料之一。

国内生产甲基异戊基酮合成技术长期受限，产品

供应主要依赖进口。为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保障

下游产品供应稳定，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2020年

3月，中化国际成立甲基异戊基酮研发项目组，确立

了合成甲基异戊基酮工艺路线。经过3年研发，300多

次条件探究试验以及2年工业化孵化试验，项目团队

突破了新型催化剂研制、反应工艺流程优化、过程技

术强化和复杂组分分离提纯四大技术壁垒，成功合成

甲基异戊基酮。

 该生产工艺反应过程温和，催化效率、转化率、

选择性和原料利用率均达到高水平。目前，中化国际

铜陵聚合物添加剂工厂已产出甲基异戊基酮合格产

品，市场反响良好。

 中化国际甲基异戊基酮创新项目产品工艺技术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经上海市化工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查新，该工艺国际领先，有效填补了国内空白。

目前，该技术工艺已提出发明专利申请3项，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2项，为我国高质量甲基异戊基酮产

品共性技术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公司制定发布Q/

AS971-2022《甲基异戊基甲酮》企业标准，并受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委托，牵头起草了《工业用甲

基异戊基酮》团体标准，为我国精细化工行业的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甲基异戊基酮的成功研发只是公司众多科技创

新成果的一个代表，中化国际以科技创新、精益求精

为核心内驱力，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多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奖等国家和行业荣誉，多项工艺技术

被收录于《石化绿色工艺名录》。

 未来，中化国际将继续聚焦化工新材料核心主

业，坚持创新驱动战略，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化

水平，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我国化工新

材料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中化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