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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

前言

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是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专业（大专）（橡胶制品加工与检测方向和高分子材料
加工及应用方向）的一门专业技术核心课程，是构造学生从事本专业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培养
学生在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与应用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知识结
构、素质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必修课，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工程技术观点与高分子材料基本实践技能的重
要环节。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获得高分子材料配方、基本配合、塑炼、混炼基
础知识和配合、塑炼、混炼、胶料质量快速检验基本操作技能，受到用工程技术观点观察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常见操作问题的训练，树立创新意识、安全生产意识、质量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并了解
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高分子材料生产中的应用。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和提高综合职业技能奠定坚实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熟练掌握高分子材料与其基本配合、通用加工工艺的基本知识与塑混炼
技能，形成用工程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操作中遇到的问题的能力，树立良好的职业意识和
职业道德观念，能根据工艺规程，正确进行生胶、配合剂的加工、胶料的塑混炼等岗位操作；能进行
常见炼胶质量分析和处理；能根据工艺规程和相关计算，进行配方的换算；能对相关称量工具、塑混
炼生产设备进行正确的使用与维护；能根据生产要求对工艺过程进行设计与调整，并能编制相关工艺
规程。具有较好的吸收新技术和新知识、技能的能力；具有较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查
找资料、文献等取得信息的能力；具有较好的逻辑性和科学思维方法能力；分析、计划、实施和监控
工作任务的能力；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计划、组织和团队协
调能力；具有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具有较强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和交流能力；具有良
好的安全、环保和节能意识。为继续学习其他专业知识和提高职业能力打下基础。本教材以“基于工
作过程”为导向“工学结合”、“教学做一体”、“理实一体”、“项目化课程”为指导，以配料工
和炼胶工的《职业标准》为依据，邀请行业专家对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专业所涵盖的岗位群进行工作
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本学习领域的工作任务和知识内容。根据高分子材料应用技
术专业所涉及到的配合和塑混炼的知识内容及技能，通过一个贯穿项目（某种典型胶料制备）设计四
个学习情境，每一个学习情境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任务。实施情景化教学，采取项目教学法、任务
教学法、现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以配合与塑混炼生产相关设备为载体，以配合、
塑混炼工作项目（任务）来驱动，设计课程的教学过程。体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
。使学生通过完成工作项目或任务掌握高分子工艺配合、塑炼、混炼相关等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养
成学生职业素质，锻炼学生的方法与社会能力。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专业配料工根据生产技术部门下
达配方单，在配料工位，在规定工时内以经济的方式按照专业要求制定计划规程并完成待配配方、材
料的简要检验、加工、称量工作。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专业炼胶工根据生产技术部门下达配方单和配
料工序称量好材料，在炼胶工位，在规定工时内以经济的方式按照专业要求制定计划规程并完成胶料
的塑炼、混炼和检验工作。并且能在工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分析处理，提出解决方法。配合和塑混
炼操作为设备作业，一般在配合岗位和炼胶岗位上进行，其中检验在快检岗位上进行。本教材编写时
对应工作职业岗位，分析工作内容，按岗位工作过程，选择企业中最典型胶料制备为第一主线贯穿项
目，同时以特种胶料制备为第二主线贯穿项目，作为学生提高拓展，如表0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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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

内容概要

《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结合我国橡胶配合与塑炼、混炼生产工艺现状而编写。主要包括橡胶配方
分析与计算、橡胶原材料加工与配合、生胶的塑炼与检测、橡胶混炼与检测四个部分内容，突出简洁
、规范、实用。
《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主要作为高职高专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专业（橡胶）学生学习橡胶配合与
塑混炼操作教材，也适用橡胶企业相关人员和培训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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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生胶的塑炼的工艺流程为：生胶一切胶烘胶-配合-塑炼-冷却-停放-塑炼胶。塑炼方法
按设备可分XK塑炼法、XM塑炼法、XJ塑炼法三种方法；按塑炼次数分一段塑炼法、二段塑炼法和多
段塑炼法；按是否加塑解剂分为普通塑炼法和塑解剂塑炼法两种方法。3.3.1.1 开炼机塑炼开炼机塑炼
属于机械塑炼法（低温塑炼法），它是将生胶置于开炼机辊筒之间，借助辊筒的剪切力作用使橡胶分
子链受到拉伸断裂，从而获得可塑性。开炼机塑炼得到胶料的质量好，塑炼胶可塑性均匀、热可塑性
小，适应面宽，并且比较机动灵活，投资较小。但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较低、操作条件差，操作安
全较差。开炼机塑炼适用于胶种变化较多、耗胶量较少的场合，目前工厂（特别是生产规模较小的工
厂）生产中仍在使用。（1）开炼机塑炼方法开炼机塑炼按操作方法主要有薄通塑炼法、包辊塑炼法
两种；按塑炼次数有一次塑炼法、分段塑炼法。按是否添加化学塑解剂有普通塑炼法、添加化学塑解
剂塑炼法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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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

编辑推荐

《配合与塑混炼操作技术》是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基于工作过程工学结合项目化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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