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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自主创新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中科院获悉，我
国自主研发生产的稀土异戊橡胶工业化
产品取得重大突破，首次以 50%替代天
然橡胶成功应用于全钢载重子午线轮
胎，标志着我国异戊橡胶产品的应用研
发能力已跻身世界一流水平。该轮胎是
使用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自主创
新的成套生产技术，由山东神驰石化有限
公司生产。

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因使用环境苛
刻，胎面胶以往都采用 100%天然橡胶，
普通的异戊橡胶产品不能满足全钢胎的
工艺和使用要求。我国天然橡胶资源匮

乏，过度依赖进口。为此，我国科学家开
展了长期的攻关。

此次轮胎试制采用的稀土异戊橡
胶是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高性能合成橡
胶工程技术中心研发的新一代技术产
品。在以往产品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稀
土催化异戊橡胶分子微观结构的可控
性结合流变行为研究和轮胎应用研究
等技术创新，使产品的分子结构和硫化
加工性能更接近于天然橡胶。产品经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检测中心评价，各项
指标均符合轮胎企业实际生产要求和国
家各项轮胎标准。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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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异戊橡胶产品研发取得突破
首次以 50%替代天然橡胶应用于全钢载重子午线轮胎

高性能橡胶：

另辟蹊径方可后来居上
本报记者 佘惠敏

走在“需求”之前
本报记者 董碧娟

中国梦

编者按 从轮胎到奶嘴、从

雨衣到胶带、从医疗器材到航空航

天，处处可见橡胶的身影。橡胶不

仅是日用品，也含有高科技。世界

高性能橡胶的技术特点及专利布

局如何，发展趋势怎样，我国又当

如何应对？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

知识产权局高性能橡胶专利分析

报告课题组的有关专家，以溶聚丁

苯橡胶（SSBR）、异戊橡胶（IR）、丁

基橡胶（IIR）、丁腈橡胶（NBR）、氟

橡胶和硅橡胶等6种有代表性的高

性能合成橡胶为主要研究对象，进

行了详细解读。

课题组组长、国家知识产权局材料部
材料加工处副处长崔震介绍说，近 10 年
来，伴随着亚太地区汽车及轮胎工业的快
速发展，世界橡胶工业产能布局发生了重
大变化。天然橡胶生产 92%集中在亚洲。
合成橡胶的产能变化呈现两大特点，一是
由欧美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生产能力增
长尤以中国、东南亚、韩国最为突出；二是
逐步向大型集团公司集中。

从全球范围看，6种高性能合成橡胶的
总体专利申请量及其聚合领域的专利申请
量，都是日本和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

与合成橡胶产能向亚太地区转移同
步的是，外企到我国申请的高性能橡胶
专利也越来越多。“中国既是高性能橡胶
生产技术的重要目标市场，也是高性能橡
胶应用技术的主要目标市场。”专利审查
员赵艳说，“尤其是在丁基橡胶聚合方面，
国外来华申请占中国专利总量的 72%，而
且在专利质量上明显超过国内申请人。
中国企业想规避这些在华申请的专利技
术壁垒，困难很大，国外公司的专利优势
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国丁基橡胶的未
来发展。”

与合成橡胶产能逐步向大型集团公司
集中同步的是，高性能橡胶专利也在向大
型集团公司集中。从全球来看，在溶聚丁
苯橡胶、异戊橡胶、丁基橡胶和丁腈橡胶领
域，主要申请人包括普利司通、固特异等大
型轮胎公司，还包括 JSR、旭化成等大型化
学品公司；在氟橡胶和硅橡胶领域，主要申
请人包括信越化学、日本大金、美国杜邦等
专业性较强的跨国公司。其中，不少公司
都具备从原料合成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全产
业链生产布局，反映在专利上，则表现为基
础研发和终端应用并重。

“投资”，是一个不少创业者为之心动而
又心痛的词。创新产品如新芽初长，投资则
如阳光雨露，只有创投结合才能开出梦想之
花。然而，不少创业者却为寻找投资而黯然
神伤。舒默，一位有着国内外创业经验的年
轻人，用自己的思路和实践为创投结合难题
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只要创新，走在

“需求”之前，就不怕被投资者冷落。
2007 年在日本留学期间，舒默就开始

了他的创业生涯，后来又到美国和香港闯
过，继而回国创业。“奇妙在线 CEO”，这是
舒默现在名片上的头衔。2012 年 3 月，他
们团队开发了一个新型的输入法第三方应
用插件，仅一年多时间，已经有 300 多万人
次下载，每天有 10 多万的活动用户，也引

来了投资者的青睐。
舒默说，现在国内的创业者主要分两类，

一种是互联网类，开发一些软件等；一种是依
靠小的创意产品形成“小作坊”。而这两种方
式，成功的几率都不大，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
针对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需求。而当你找到这
个需求点时，可能别人已先你一步找到甚至
开始做了。“需求”之后的创新往往是被动受
限的，要想成功，必须走在“需求”之前。而
这，正是舒默顺利创业的秘诀之一。

“要想走在‘需求’之前，就必须对细节
有很强的敏感性，一定得关注人的体验。
还要注意文理科之间的融会贯通，避免创
新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短’和‘窄’问题。”舒
默说，“一定要在搞清楚产品在市场中的定

位和价值后再进行开发。”
有了优质的创新产品，才有可能吸引

投资。但酒香有时也怕巷子深。对比国外
的投资模式，舒默发现了一些差异：不少投
资人有“派系”观念，这在互联网界更是突
出，不属于一个群体的就会遭到排斥，投资
的落脚点并没有放在产品或项目的价值本
身；有跟着国外走的倾向，国外在做什么，
就更倾向于投什么；容易“主题先行”，物联
网热了，就投物联网，O2O 火了，就投 O2O,
专业性和针对性不足，投资效率不高⋯⋯

舒默说“对于我们这些创业者，都很需要
更加专业的投资。我们需要投资人见过比较
多的项目，熟悉商业模式和国内创新的特色
产品，以比较合适的比例占股初创团队。”

创投结合需要合力，创投交流平台和
创新创业环境不可或缺。舒默坦言，我国
现在有了一些新型的孵化器，效果也不错，
但更希望这种平台能形成一个链条，进行
更好的分工和细化，服务不同时期、不同需
求的创业者。

现在，舒默已经是两个创业团队的带
头人。除了输入法应用插件，他们还在做
软硬件结合的设计，开发一个将传统电商
模式与实体百货购物有机结合的消费平
台。人们可以通过仪器在店内扫描中意的
产品，再回到家筛选付费，然后等着货品送
到家。在这一挑战不小的创新面前，舒默
团队仍一如既往地自信和从容，因为他们
的创新是走在“需求”之前的。

我国科研人员在高性能橡胶的异戊橡
胶领域表现突出，获得了多个原创性的世
界领先水平成果。剖析这个领域的成功经
验，或许能让其他领域高性能橡胶的研究
者们获得启发。

异戊橡胶的工业化生产开始于 20 世
纪60年代，发展至今，基本上采用溶液聚合
法，采用的催化体系主要是钛系、锂系和稀
土系三种。

“异戊橡胶简单地说，就是用石油原料
人工合成的仿天然橡胶。”专利审查员杨建
勇介绍，“锂系、钛系异戊橡胶在西方上世
纪四五十年代就研发出来了，都是美国最
先合成，俄罗斯因为需求大，技术也不错，
产量更高。”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
科学家对异戊橡胶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起
步，没有跟在美苏之后亦步亦趋，而是另辟
蹊径，在世界上最早公布了以稀土催化剂
聚合双烯烃、合成顺式异戊橡胶的研究成
果。“稀土系比锂系、钛系都更接近天然橡

胶。最开始是纯粹替代天然橡胶，后来发
现部分异戊橡胶与部分天然橡胶掺杂起来
的合成橡胶性能更好。”

异戊橡胶有顺式、反式之分。反式异戊
橡胶加热可变形，再加热又能变回原样，是一
种很好的记忆材料。中国科学家在反式异戊
橡胶的制备上，也有另辟蹊径的成就。

反式异戊橡胶的制备一般采用将原料溶
解到溶液中再聚合的溶液聚合法，过去一直
由日本的克罗利公司垄断，每公斤售价高达
35美元。青岛科技大学教授黄宝琛在国际上

首创了反式异戊橡胶的本体聚合办法，不使
用溶剂、可节能70%~80%，受到广泛重视。

高性能橡胶的专利分析报告显示，在6
大高性能橡胶领域的专利申请人中，国内
排名靠前的申请人主要是中石化、中石油、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北京化工大学等。“北
京化工大学和中石化在研发方面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产出了不少合作申请。这
种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将双方的优势有效地
结合在一起，开发出更多适应市场的产品。
国内其他企业，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趋势：

更高性能 更低成本

高性能橡胶品种繁多，我国研究者
在不同品种的橡胶上表现不一，有的起
步较晚、核心专利几乎空白，有的则推陈
出新、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但总体来说，
我们在高性能橡胶领域还是落后于世界
先进水平。在高性能橡胶的市场和制造
都在向中国转移的情况下，要想获得更
多的利润，就必须拥有更多的核心知识
产权。而预判高性能橡胶的发展趋势，
显然是争取在这个领域的专利格局中后
来居上的必要条件。

“世界合成橡胶新产品开发及应用
趋势表现在品种差异化、高性能化、环保
化及低成本化等方面。”赵艳说，“例如溶
聚丁苯橡胶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橡胶。
它是绿色轮胎最主要的原料之一，市场
前景广阔。”

人们很早就将炭黑加入橡胶，改进
了橡胶的强度和耐磨性，但这种“补强”
牺牲了对轮胎低滚动阻力的要求。

1992 年 米 其 林 公 司 申 请 了 专 利
EP0501227A，该专利采用特定工艺将
高分散性白炭黑（二氧化硅）与溶聚丁苯
进行共混，使轮胎同时获得了低滚动阻
力、高抗湿滑性、高耐磨性和低噪音，使
节油和抗湿滑、耐磨性得到平衡，由此开
创了“绿色轮胎”的先河。

“这篇专利是很难绕过去的，涉及到
这方面的申请时，它被上百次地引用
过。”专利审查员张晓艳介绍说，“在白炭
黑补强这块，国内涉及到核心技术的专
利少之又少。”截至 2010年年底，国内白
炭黑补强方面的专利申请仅 22件。

专利审查员郑楠介绍，溶聚丁苯橡
胶是制备高性能轮胎的主要原料，目前
国内对这种高性能橡胶研究得比较好的
是燕山石化研究院和北京化工大学，已
有比较成熟的成套设备进行生产，但国
内的研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差
距。“国际上绿色轮胎产品已经从第一代
发展到第 4 代，第 5 代正在研发。而我
们研发生产的主要是 2、3代产品。”

出路： 重点攻关 突破垄断

现状： 中国是重要目标市场

国家知识产权局

建立一批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年
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维权体系建设，围绕重点
区域、重点产业建立一批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推进建立全系统或区域性执法工作指挥调度机制，
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尊重知识产权价值 维护
企业合法权益”研讨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国知识产
权执法办案量显著上升，行政执法逐年加强。与此
同时，随着专利对企业占领市场重要性的凸显，群
体性反复性侵权仍然是专利侵权的高发地带，一些
侵权行为往往涉及多个区域，造成维权难度增大。
为此，加大跨区域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已成为我
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中之重。

天津大学

研发成功大容量高性能锂电池

本报讯 记者杜铭报道：天津大学首次将人工
神经网络理论和容错控制技术引入锂离子电池的
研究和制备中，研制成功大容量、高安全性锂离子
电池。基于该技术研发的圆柱形单体 400Ah（安
培小时）锂离子电池，创造了世界单体圆柱形电池
容量之最。

据项目负责人、天津大学教授唐致远介绍，该技
术突破了动力锂电池发展瓶颈，能大幅提高动力电
池的安全性、容量、使用寿命和比能量。以 12 米长
的 33 座大巴车为例，采用该电池可减重三分之一，
行驶成本是柴油大巴车的四分之一；同时大大减小
了控制过程中实现均衡的难度，提高了汽车的安全
性和使用寿命。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开始产业化。

救援机器人

雅安地震救援表现不俗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科技部近日总结国
家“863”计划成果救援机器人首次实战雅安地震救
援的情况，三款机器人在实用性、可靠性、现场可
操作性，以及与搜救队员的协同互助性等方面表
现突出。

这三款机器人是“十一五”国家“863”计划重点
项目“救灾救援危险作业机器人技术”研究成果。在
救援过程中，旋翼飞行机器人发挥了不要求起降场
地、随时随地起落的特点，通过超低空近距离飞行勘
察受灾情况、探查生命迹象，并在芦山至宝兴公路疏
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变形搜救机器人和机器人
生命探测仪为救援队的灾情评估和救援决策提供了
必要的数据和图像支持信息。

六种高性能橡胶的专利申请量 六种高性能橡胶的应用领域

在吉林长春，一群“80 后”航模爱好者创办了一

家名为“蓝天焦点”的无人飞行器科技公司，专门开发

无人飞行器，用于紧急救援。图为他们开发的一架六

轴飞行器正在试飞。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80后”航模爱好者

开发紧急救援无人飞行器

台湾师范大学近日推出新型“日夜间履带式机

器人”，搭配深度传感器，具有夜视功能，能实时侦测

异常环境，就算遇到陡峭楼梯，也能轻松爬往各楼层，

适用于执行各种巡逻任务。工作人员只需通过计算

机或手机上网，就可远程监视。图为“日夜间履带式

机器人”在爬楼梯。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台湾师范大学

推出智能履带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