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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及问题与对策之讨论 

王延春 (辽阳化学纤维二厂) 

提要：本文详细的介绍 1国内外丙纶原料聚丙 

烯的生产产量及进 出口情况 ；阐述 了国内外丙 

纶纤维的发展；对我国丙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与对策作1详细的讨论，最后提出丙轮作为纺 

织纤维材料，它的未来发展趋 势是向着 高强、 

超细、多功能方 向发展。 

丙轮作为我国蓬勃而起的新兴化纤工业 

经 80年代中期的高速发展阶段，而后经历了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尤其在 当前，我国正面 

临着由计蜘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大潮． 

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丙纶工业如何迎接挑战， 

闻风而起，开拓发展，是需要我 们丙纶行业协 

会组织反复思考，认真研究，有所作为的实际 

课题，同时也需要我 们对丙 纶的原料 、市场有 

所了解和掌握，对未来的产品开发有所勾画和 

构思。本文根据掌握的一些数据和资料对丙 

纶工业的原料 、市场及产品开发做一阐述和介 

绍。 

一

、丙纶原料一聚丙烯的状况 

表 1 

1．世界聚丙烯的简况 

近几年聚丙烯产量 由于市场牵 动和石化 

工业的发展而增长迅速。1988年世界聚丙烯 

产量已突破千吨大关；1988--1992年年平均增 

长速度 为 7，5％，1992年世界 聚丙烯产 量 为 

1276万 t，其中美 国377万 t，欧洲 355万 t，亚 

洲 305万 c。美国和西欧是世界聚丙烯 最大生 

产基地。据 IRS国际组织统计，纤维级聚丙烯 

树脂占的比例也以美国、西欧较高。1992年美 

国的比例为 34％，西欧为 27％，日本 比例较小 

占 9％，其中美国三分之一的纤维级聚丙烯用 

于生产扁丝，其余长丝、短丝和纺粘无纺布各 

占三分之一。 

2，我国聚丙烯简况 

我国的聚丙烯生产．随着石化工业几套聚 

乙烯大装置 的投入，也有较大发 展，但还远不 

能满足要求。 目前我国聚丙烯 的年生产总能 

力已达百万吨，重点聚丙烯 生产地及能力见表 

1。 

产地 能力(万 t) 备注 产地 能力(万 t) 备注 

上海燕山 14 1990年建成 北京燕 山 8 

杨子 14 齐鲁 8 1990年建成 

辽阳 4 兰 州 1 

盘锦 4 1990年建成 抚顾 6 1990年建成 

大庆 4 1990年建成 濮阳 4 1990年建成 

大连 4 由炼油汽 回收 岳阳 1 由炼油汽回收 

安庆 2 由炼油汽 回收 新疆 2 新建 

茂名 14 新建 

在表 1所列的聚丙烯生产能力中，我国的纤维级聚丙烯近年来由于我国科技人员的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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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较快，但也仅占十分之一左右。其中，辽阳、燕山、金山、杨子、齐鲁 、盘锦、抚顺等开发较好。国 

内纤维聚丙烯牌号见表 2。 

表 2 

强 度 伸 长 公司 牌号 NI 用途 
(g，d) (％) 

5004 2．5—4 5 25 

5006 4—6．5 4．5 25 

5014 2．5—4 5 20 单丝、扁丝、复丝 

5016 4—6 4．5 25 

5026 4．6—6．5 4．5 25 
辽 阳 50

28 7一n 4．5 30 

5O28S 12—16 

70218 丙纶专用级 

7O226 

71735 

3400 2—3．5 5 l5 纤维 

3401 4．5—6．5 5 15 纤维 

3402 2—3．5 5 15 纤维 

3600 5．5—8．5 5 15 纤维、地毯丝、短丝 北京 

3701 l2一l5 4．5 2O 纤维、复丝、短纤 

3704 lO—l3 4 20 纤维 

3800 ’ 15 纤维 、耐候 

3902 18—25 

S4OO 2．5 单丝 

S6OO 6．5 复丝、短纤、地毯丝 

扬子 s700 13 复丝、短纤 

$800 14 复丝、短纤 

F4O1 3—5 

兰化 XlO 10—14 纤维 

丹阳 0．1—10 纤维 

T305 3—5 

金山 Y26oo 20 纤维 

-y3500 35 

盘锦 F4Ol 3—5 纤维 

抚顺 T30S 3—5 纤维 

齐鲁 T30S 3—5 纤维 

F4O1 3—5 纤维 洛阳 

S9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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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丙烯原料进出口情况 

表 3 

1992年产量 1993年产量 国家或地区 同上年比(
％) (

t) (t) 

韩国 99376 186247 187．4 

日本 77468 95171 122．9 

美 国 143674 88071 61．6 

香港 168451 46942 27．9 

台湾省 10226 ，45552 445．5 

沙特 50778 43838 86．3 

加拿大 14639 12378 84．6 

比利时 16254 10095 62．1 

其它 58378 54877 94．0 

合计 639244 583171 91．2 

据<石油化学新报)报导，1993年中国总计 

进 口聚丙烯为 583171t．比 1992年有减少，主要 

是香港转口的减少72％；相反地从韩国直接进 

口的数量增加 87．4％．来自台湾的增加了3．5 

倍多(见表 3)。 

上表中纤维级聚丙烯约 占十分之一．每吨 

价格为 660美元。 

1994年上半年共进 口聚丙烯达 35万 t，其 

中纤维级聚丙烯 3．53万 t．我国历年出 口较少 

量的聚丙烯均为塑料级。 

二、丙纶纤维的生产状况 

1．国外丙纶发展简况 

世界丙纶产量如果不舍膜裂纤维烟用丝和 

纺粘、熔喷丙纶，在9o年代初就已突破 100万t 

(见表 4)．约占世界合纤比例的 6％左右，1980 
～ 1990年丙纶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2％，约有 

5O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家企业生产丙轮 若 

包括膜裂纤维及纺粘、熔喷等，世界丙纺产量已 

接近 300万 t(见表 5)。 

在 第三 届北 京 国 际 化纤 会议 上．英 国 

Tecnon有限公司以(本世纪末世界合成纤维市 

场的发展前景)为题，论述了涤纶、尼龙、腈纶和 

25 

丙纶四太合纤的发宸前景．其中 1993年世界丙 

纶能力、产量和下游厂消费量见表 6；2001年世 

界丙纶产量和消费量及 1992～2002年平均增 

长率预测见表 7。 

表 4 

年限 实际产量(万 t) 备 注 

1985 61 

1986 70 不包括膜裂 

1987 86 纤维烟用丝 

1988 90 束、纺 粘 及 

熔喷丙轮。 1989 95 

1991 10o 

表 5 

地区(国别) 产量(万 t) 

西欧 100 

美国 91 

丑本 10 

中国 22．5 

台湾省 8．7 

巴西 7．8 

加拿大 7 

韩 国 4．7 

东欧 20 

合计 271．7 

表 6 

能力 产量 能力利用 消费量 消费率 

(万 t) (万 t) 率(％) (Zr t) (％) 

366．8 296．2 80．3 281 4 95 

表 6中丙纶产量的 36％为短纤．23％为长 

丝及单丝，31％为薄膜纤维，8％为纺粘和熔喷 

丙纶。丙纶民用纤维品种的分布就美国来讲， 

以丙纶长丝较多，长短丝的比例约为 2：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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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率短丝为 6％，长丝则为 32％，西欧的长 

短丝比例则为 30：70，短丝比例较大。 

表 7 

2001焦 年增长率(％) 

产量 消费 1992— 1995 1992 

(万 t) (万 t) 1995 —200l —2001 

415、O 394．3 5、8 3．0 4 1 

2．我国丙纶的发展状况 

我国丙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尤其 

1980～1990年平均年增长率达 36．7％，“七五” 

期间生产能力超过 10万 t，大大高于我国合成 

纤维平均 l6％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大大高于世 

界丙纶平均 12％的增长速度。表 8为我国逐 

年的丙纶生产情况。 ． 

表 8 (单位 ：万 t) 

年 限 生产能力 丙纶产量 其中长丝 

1985 2．43 2．27 1．4"／ 

1986 3．75 3．23 2．40 

1987 3．11 2．18 

1988 3．46 2．29 

1989 9．01 5．29 3．84 

1990 13．73 7．55 5．39 

1991 18．35 10．8 6．48 

1992 10．95 

1993 12．35 

3．丙纶纤维的进 出口状况 

丙纶 长 丝无进 出口情况。丙 纶短 纤 维 

1992、1993年和 1994年上半年状况见表 9。 

表 9 

进 口 出 口 

年 份 数量 金 额 致置 金 额 

(万 t) 万美元 (万 t) 万美元 

1992燕 4505 586 31 7．4 

1993燕  4993 660 17 2．6 

t994年上半年 1534．0 217．6 10 1_1 

三、我国丙纶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1．问题 

(1)引进技术 急待消化吸收，备品、备件国 

产化已是燃眉之急。我国丙纶的研制生产是从 

60年代在涤纶 传统设备上 进行 的，但 发展缓 

慢。从 8O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引进 国外先进技 

术。至 1990年 已签合 同的生产能力约 10．5万 

t，其中长丝约 4 2万 t．短丝 4万 t．其它 2．5万 

t。表 10为我国引进丙纶成套设备的统计表。 

从表 1O可知，我国丙纶生产设备来源数量 

多，规模小，分散面大，购买设备要花大量外汇， 

每年还要购一定量的备品、备件。如不能尽快进 

行消化 吸收，形成 自己的丙纶设备系列和配套 

备件，势必还要花大量外汇以及重复引进。 

(2)丙纶应用领域尚待开拓。近年来，虽然 

我国的丙纶生产规模有所扩展，但其产品应用 

领域窄，局限性大，许多长、短丝设备 引进的基 

点大都放在摘地毯上或产业上一些过滤或建工 

材料，大路货屠多，品种单一。丙轮的应用领域 

是多元性的。对于改性丙纶和功能性丙纶纤维 

近几年国外新产品屈出不穷。而 目前我国很多 

丙纶新品种尚在起步阶段，丙纶工业丝、丙纶服 

用丝工艺尚不成熟，在后序加工方面更远远投 

有跟上来，急需促进和宏观协调。 

(3)我国的丙纶原料数量以及质量、品种上 

还供不应求，价格突涨，丙纶厂难以苦撑。我国 

丙纶生产能力近 10年在争先引进的情况下超 

速增长，从而使得没有发展上 来的丙纶原料工 

业难以应付，造成大家争吃原料，炒高物价，生 

产能力过剩，开工率不足。1989年我国丙纶生 

产能力为 l2．5万t，产量却为 5．29万 t，开工率 

44％，不到一半。1991年我国丙纶的生产能力 

18．3万 t，实际产量 10．8万 t，开工率也仅 是 

60％。原料与生产，产品与市场互不适应。聚 

丙烯价格爆涨无常．丙纶生产厂拼血本苦苦支 

撵。引进的二十几条纺粘无纺布和前几年一拥 

而起的几十套烟用丝束生产线因原料价高，产 

品价低或因资金不船回笼，有些厂只好关停并 

转。而且高熔融指数原料、食品级烟用丙纶原 

料及多功能聚丙烯原料 尚处开发生产或空白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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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将需很大努力。 

表 1O 

长 丝 短 丝 纺粘无 烟用 公 司 工业丝 合 计 
BCF FDY POY 矩形 环形 纺 布 丝柬 

NEUM A( 11 l 4 4 0 0 0 0 20 

PLANTEX ’ 12 0 0 0 7 0 2 0 21 

FILTECO 4 3 0 0 0 0 6 0 13 

BARNAG 0 2 2 2 0 0 0 0 6 

AUTOM ATIK 0 0 0 3 0 0 0 0 3 

SCAM 5 2 0 0 0 0 0 0 7 

MODEI E 0 l 0 0 4 0 2 0 7 

HILIS 0 2 0 0 0 0 0 0 2 

S．T．P． 2 0 0 0 0 0 0 0 2 

N．W ．E． 0 0 0 0 0 2 0 0 2 

M ACKIE 0 0 0 1 0 0 0 0 1 

B0ULIGNY 0 1 0 0 0 0 0 0 1 

REIFENHAVSER 0 0 0 0 0 1 0 l 1 

RIETER 1 0 0 0 0 0 0 0 1 

FIRE 0 0 0 0 1 0 0 l 2 

合计 35 12 6 10 12 3 10 l 89 

应同步发展。丙纶加工中辅助原材料纺丝油 

剂，尤其是热轧无纺布细旦短丝的油剂．国内产 

品性能尚有差距；原液着色的丙纶色母粒国内 

虽陆续引进几条生产线。但关键原料色粉仍卡 

在外国人手里，成本 日益增高。 

(5)丙纶产品的质量指标与测试方法也有 

了新概念，尚需完善和统一。 

2．对策 

当前我国丙纶工业面 临着一系列实际 问 

题，需要丙纶各企业紧密携手，投入真诚，形成 

合力去认真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并根据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宏观调控政策，向 

国家经济部门提出反映和建议．使之丙纶发展 

纳入正常轨道。 

(1)加紧消化吸收已引进的生产技术．杜绝 

盲 目的重复引进。要利用丙纶行业协会的优 

势，组织力量开发、研讨适合生产发展的工艺软 

件和高新技术．对硬件测绘加工，对现有传统纺 

工艺设备也要 留有适当位置．加以创新和提高。 

国 

自己的技术专利，同时重视配 套技术的开发。 

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在引进设备备 品、备件供应的国产化 方 

面．建议合理科学的筹建和划分几个备件中心； 

@主要 原材料 PP以及颜料、色母粒 、油 

剂、阻燃剂、抗静 电剂等辅助材料的国产化。建 

立横向联系定向试用试产 ； 

④完善测试手段，如纤维各种特殊性能的 

测定。 

(2)研究开发丙纶新产品，重视产品规格与 

后加工市场的衔接。可采取不同专业结合一条 

龙的开发形式，也可采用合资联营的形式，让生 

产、开发、经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便在市场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3)加紧国内纤维级聚 

丙烯产 品的系列化并开发生产改性 、高熔融指 

数、窄分子量分布、适合细旦丝及多种产品的聚 

丙烯原料。目前我国陆续引进的几套大乙烯工 

程，立意要高，必须把聚丙烯的生产开发综合考 

虑进去，促进丙纶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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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行业协会的组织名义向纺织总会、向 

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建议，发挥宏观调控手段，建 

立台理的、科学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与国际 

大环境可以相应接轨的原料价格体系，并根据 

聚丙烯原料、色母粒原料、名工制造成本具体情 

况，在企业之间按经济规律协调产品价格，形成 

行业集团的合力优势，使我国的丙纶工业在国 

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丙纶的新产品开发及发展 

据专家预测，我国 2000年的化纤产量将达 

到 300万t，其中丙纶由于在产业、装饰业、服用 

等各领域的开拓可增长到 25万 t，平均增长率 

为 l2％，仍是化学纤维中发展最快 的品种，而 

且会在丙纶产品应用上突破我国 目前偏重装饰 

的结构，服用和产业的比例将有较大提高，新产 

品会是百花斗艳。丙纶作为纺织纤维材料，它 

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向高强、超细、多功能方向发 

展 。 

1．高强 

国外已研制成功分子量超40万，等规度大 

于9996的丙纶树脂，产品可用于集装箱、包装 

带、降落伞带、消防水带等，从理论上计算强度 

可达 88cN／dtex。据估计，利用高强丙纶制作 

轻便的防弹服装将为期不远。一种新型材料应 

运而生或取代某种材料，要有技术、社会需求、 

经济效益、传统习惯、适应时间等同题。前一时 

期我国的十几条高强丝和二十几条纺丝直接戚 

布的丙纶项目虽遇到较大困难。但已出现生机。 

上虞、朝阳、高密等厂的较高强工业丝已出现较 

好势头，只是由于目前原料价格的不合理因素 

和缺乏宏观调控练合配套而有所抑制。 

2．超 细 一 

细旦 PP是近年世界开发热点，据介绍，当 

PP单丝纤度小 2dtex时，就具有手感柔软、导 

汗性强 、静 电积蓄低等特点。过去 PP对衣着 

领域渗透很有限，当今人类衣着的御寒功能已 

不再是唯一要求，讲究舒适性能是发展的未来 

趋向。而服用舒适性主要指透湿性、导湿性和 

保暖性等，这些恰恰是丙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国外参赛运动员服，尤其是泳装以及军需内衣 

大致均借助 PP的优异特性。意大利 Delehio 

公司 是 专 一 生 产 PP 服 用 细 旦 长 丝 厂，有 

77dtex长丝和 BCF几十个品种和 dpf2dtex的 

内衣运 动服。美 国 Fiher Technology和 捷克 

svIT有两步法长丝或弹力丝，单纤在 1．5～2． 

5之间。1990年人造纤维年鉴资料表 明，西欧 

有两家制造 出单纤 1d左右的 PP短纤。中国 

纺大和科学院已分别研制出 0 9d和 0．28d的 

超细纤维。随着人民衣着水平的提高，追求服 

装轻便、舒适、保暖已成时尚。丙纶以其服用舒 

适性，再配以超细纤度织成织物会成为 PP发 

展的重要方向。 

3．多功能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的已不再是普通 

丙纶，而是利用廉价聚丙烯资源及特性，开发高 

附加值产品。如各国竞相开发的丙纶中空纤维 

人工肺；甩于气体分离、液体分离的过滤材料： 

利用丙纶拒水性、油对丙纶亲和力大、比水轻， 

从而实现油水分离。另一方面在丙纶功能性纤 

维的开发上，我国丙纶战线广大技术人员 已做 

了不少工作。日前开发和正在开发的品种分别 

有(1)阻燃丙纶；(2)抗静 电丙纶 ：(3)己丙复合 

纤维 ：(4)可染丙纶；(5)硅 化丙纶 ；(6)高吸湿丙 

纶 ；(7)红外丙纶。其 中前两种差别化纤维江、 

浙 、辽宁早 已研制出，它对于丙纶装饰产品用于 

微机房、饭店、汽车、飞机 内装饰开辟 了条件。 

乙丙复合的纤维及共混纤维，使其降低熔点，为 

热轧无纺布生产提供了理想的原料。目前上海 

已有技术专利和设备，浙江厂家也已采用，但 比 

之国外 ES纤维性能仍有差距。可染丙纶将解 

决丙纶应用的最大难点。对此，岳阳、北京及有 

关科研院校实验研制有所成功。高吸湿丙纶由 

辽阳和大连协作开发也有了突破。硅化丙纶， 

广东、辽阳正进行国产化的研制，为生产拒水的 

装饰密封材料拓展了前景。红外丙纶在天津 、 

吉林、辽宁进行研制，并准备应用于保健服装内 

衣上去。此外，丙纶 的中空、细旦、三维卷 曲各 

类差别化纤维的研制普遍受到重视和开发。因 

此说，在全行业通力协作和共同努力之下 ，丙纶 

工业的发展必将谱写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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