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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玻钢复材协会组织部分企业负责人赴巴黎参观考察第 49 届 JEC 复合材料展 
 

3 月上旬，省玻璃钢复合材料行业协会组织部分企业负责人赴巴黎参观考察了 2013 第 49 届法国巴

黎 JEC 复合材料展。此次考察由省建材行业协会秘书处副秘书长李燕萍率队，这也是省玻璃钢复合材

料协会成立后第一次组织企业到国外参观考察行业最高水平的产品和技术展示，参观后大家纷纷表示

展会产品丰富、技术先进，开拓了眼界、非常值得一看。 
这届展会比较突出的是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应用，展会上一些外国公司展示的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

造产品有大到飞机机舱、航天卫星、汽车车身、风电设备、游艇和救生舟，小到防弹服、乐器盒、刀

剪手柄等，令人目不暇接。展会上还有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展示，如玻璃钢制品自动注塑成型设备

就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 
JEC 复合材料展是以欧洲为基础、致力于打造一个复合材料交流、贸易的平台。在最近的 10 年

中，专业观众数量增长了 86%，其中观众来源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德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美

国、荷兰、西班牙、瑞士、俄罗斯和中国。关注复合材料最多的行业为汽车制造、航空制造和建筑材

料。参展展品应用领域多为汽车、船舶游艇、航天航空、建筑材料、轨道交通、风力发电、休闲产

品、管道和电力等，辐射行业之广是其他同类展会无法匹敌的。 
JEC 复合材料展是唯一一个将全球复合材料工业联合起来的展览会，也是一个复合材料应用商与供

应商、相关科研人员及专家广泛交流的平台，还是一个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标志和途径。我们看到，展

会上中国展区上方悬挂着的五星红旗非常耀眼，据了解，参加此次展会的中国企业有近 60 家，以江浙

一带的企业居多，但产品档次不及展会上其他国家的产品。 
巴黎 JEC 复合材料展（JEC Composites Show Paris）创办于 1963 年，每年举办一届，至 2012 年

总共举办了 48 届，主办单位是法国 JEC 复合材料发展促进会/JEC 集团。在 2012 年 3 月举办的第 48
届 JEC 展参展商有 1120 家，专业观众 32000 人，展出面积达 48500 平方米。据我们观察，此次展会规

模不会低于上一届。 
省玻璃钢复合材料行业协会这次组织参观考察的有湖北徐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宝洁环境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湖北钟厦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泰格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国权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非金属地质公司等企业负责人一行 14 人。                                           （秘书处） 
省协会召开座谈会加快推进新材料产业园建设 

 
2 月 28 日，省玻璃钢复合材料行业协会召集几家参与投资产业园建设的企业，座谈研究如何转变

思路，加快推进新材料产业园建设步伐。 
作为先期牵头企业，黄石汇波公司余波董事长首先简单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省建材行业协会秘

书处副秘书长李燕萍首先对黄石汇波公司余总进行的一些前期工作表示感谢。她说，葛店开发区看好

我们的新材料产业园，是看好我们新材料行业的未来发展、新材料的技术含量，以及我们依托武汉理

工大的研发能力，因此，我们建设产业园的可行性报告必须要有前瞻性，要有好的规划和布局，要体

现出省级产业园的档次和水平。 
武汉共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庄瑛、武汉理工大同力机电公司总经理刘军等都认为产业园要

突出产学研的高标准定位，产品要延伸到新材料，在运作方式上建议组建股份制公司。 
这次座谈会还通过了由武汉共达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庄瑛为产业园项目筹备组组长，在座企业

为成员的提议。                                                                                                        （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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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碳纤维需求正爆发式增长 

 
    中钢吉炭 19 日早盘一字涨停直至收盘，大元股份大涨 7.16%，博云新材也涨近 5%，多个碳纤维股

也飘红，对比依旧较弱的大盘，碳纤维股表现可谓给力。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碳纤维相关个股的走强与工信部就加快推进碳纤维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有关，但是从行业角度看，我国碳纤维需求正面临爆发式增长，而供给却有限，相关的龙头上市

公司将长期受益。 
   “近几年我国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发展迅猛，这恰恰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的重点行业。仅仅是

C919 大型商用飞机，运 20 大型运输机对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需求，就足以支撑我国目前的碳纤维产

业。更别提其他军用飞行器，汽车、风能设备，以及体育和消费用品对碳纤维未来的旺盛需求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碳纤维相关材料研究所人士对记者如是说。 
   该人士介绍，按应用领域划分，碳纤维主要用于宇航、文体消费用品、其他工业领域，总体消费

比例大致为 25%、30%和 43%。风电设备、汽车也是应用的大头。“不过使用量最为集中的还是宇航

领域，例如 C919 大型客机，碳纤维复合材料占结构重量的 20%，比起波音 787 的 50%算较低了。一

架 C919 的使用量就达到近十吨，目前订单 400 架不到，远景需求应该不低于 1000 架。可以想象对

碳纤维的需求有多大。” 
   日信证券化工新材料行业研究员赵越表示，目前我国的碳纤维产能占全球仅 4%左右，到 2015 年

规划产能为 1.2 万吨，目前实际产能不足 2000 吨，而需求上去年已在 1 万吨左右，预计 2015 年将达

2 万吨。因此替代进口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以及国内产能远小于需求的矛盾，将使得相关龙头企业

长期受益。 
   “可以看到，国家亟需的高强型碳纤维、高强中模型碳纤维高模型和高强高模型碳纤维，国内产能

都太低，不能满足需求。”上述研究所人士还透露，我国碳纤维产业水平仍旧较低，像聚丙烯腈基碳

纤维的质量和成本离国际水平都还有差距。 
   赵越表示，从产业角度来看，碳纤维作为化工新材料，已被纳入战略新兴产业，而我国对碳纤维

需求的持续爆发，虽然碳纤维产能正在快速扩张，价格将出现下滑，但下游需求的急速放量足以抵

消。我国碳纤维产业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望利用成本优势快速崛起，并将占领全球中低端市场主流。

上市公司中，中钢吉炭、博云新材、金发科技和大元股份等有相关业务的公司值得关注。 
《大众证券报》 

                                 
城镇化牵动复材管道更大发展空间 

 
     大型玻璃钢管道将为我国重大引水工程，尤其是缺水地区的城镇化工程建设，提供技术保障。据

统计，目前我国复合材料管道年产量约 60 万吨，品种齐全，有定长缠绕加砂玻璃钢管、连续缠绕玻

璃钢管、离心浇注玻璃钢管、高压玻璃钢管等，已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城镇排污工程、地下顶管工

程、海底管线石油工程。 
虽然应用市场前景广阔，但我国复合材料管道行业更要注重产业升级。 
进一步加强质量意识、探讨行业约束自律机制是一个值得业内注意的问题。以定长缠绕的玻璃钢

加砂管道为例，由于生产线门槛较低，导致良莠不齐，个别企业的粗制滥造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声誉。

如何进一步建立行业的约束自律机制，是玻璃钢管道行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 PCCP 的生

产线门槛较高，PCCP 管道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应用较多，例如，河北恒润集团获得一项辽西北调水

工程的 PCCP 管项目：500km 双线，管径 3m~3.6m，项目经费 14 亿元。这一现象不能不说与提高生

产技术门槛以增强竞争力有关。当前，有些企业已经或正在引进大型的连续缠绕管生产线，以提高争

取国家重大项目的竞争力。 
进一步完善湿法夹砂工艺技术。尽管湿法夹砂工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有待进一步改进，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使用湿法夹砂工艺生产的管道的 B 抗弯水平不能达标，有的甚至

A 水平也不能达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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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因此，为了确保质量，在每道夹砂层完成后，往往需要再淋一遍树脂，从而增加了成

本。更严重的是，个别单位为了降低成本，盲目降低夹砂层的树脂含量，造成了严重的质量事故。

必须满足湿法夹砂的各项技术要点，形成成熟的工艺技术，并通过随机抽样的相关国家标准实验，

方能降低夹砂层的树脂含量。 
      进一步完善目前的湿法夹砂工艺技术迫在眉睫。建议从设备改进、兜砂布创新技术、工艺规

程、人员培训４个方面改进。 
      大力提倡集约型玻璃钢管道的创新发展模式，使其原材料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我国的夹砂管道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仍有较大差距。例如：

DN2000PN2.5SN5000 管道采用国际先进水平，可比目前工艺水平降低成本 0.66 元/kg；
DN2000PN6SN5000 管道采用国际先进水平，可比目前工艺水平降低成本 0.67 元/kg。 
      发展低成本、高刚度管道。玻璃钢夹砂管道属于柔性管材，对埋设施工要求相对比较高，这类

工程质量有“三分管材七分埋”之说。但如果发生管线质量问题，管材往往难脱其究，很不利于玻

璃钢管材的推广。相对而言，日本积水公司的连续缠绕玻璃钢夹砂管(埋地管)，无论何种工况，壁

厚均按管径 2%设计，其刚度达到 15000Pa，而且成本较低，因此，在日本应用很广。我国能否探讨

发展低成本、高刚度玻璃钢夹砂管道？例如：国际先进工艺生产的 DN2400 排污管，其壁厚为

48mm，刚度 15000Pa；仅一层夹砂层厚 40mm；里外各 4mm 缠绕层；全部采用乙烯基脂树脂，没

有内衬层。其夹砂层的树脂含量仅 11%，成本低。 
     研发高刚度、低成本技术。我国地质状况复杂，相对而言，高刚度的管道对这种复杂地质状况

的适应性强，同时，对埋设施工的适应性也较强。如果提高管材刚度，成本必将相对提高，例如：

按国内目前工艺，将 DN2000PN6 的刚度由 5000Pa 增加到 10000Pa，成本增加大约 16%。这必将制

约高刚度管材的发展。因此研发高刚度、低成本技术是解决高刚度管道推广应用的瓶颈问题。例

如：按国际先进工艺生产 DN2000PN6 SN10000，与国内目前工艺 DN2000PN65000Pa 管的生产成本

持平。这表明高刚度、低成本技术是可行的。 
     发展高刚度、低成本玻璃钢夹砂管道，需要工程师，尤其是设备制造研发人员，对相应的设

备、工艺、原材料进行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 
    此外要加强制造设备的创新性改革。原材料方面，各类玻璃纤维的网格布、兜砂布有待进一步开

发与推广应用，如高品质、长期性能树脂需进一步提高；各类适用性树脂、纤维增强材料的开发应

用。  
      管道行业前景尚好。中央 1 号文件《中共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明确了支

持水利工程建设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要力争通过 5 至 10 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

的局面；党的十八大会议提出建设幸福中国口号；海水西送工程(引渤济锡海水输送工程)输水线路

规划长 665 公里，其中：玻璃钢管总长 445.6 公里左右，管内径 3.2 米。 
     “推进城镇化为重点”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水资源匮乏

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区域协调发展也是十八大的重要精神。可以预计，长距离引

水、城市给排水等基础工程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到 2015 年将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到 2020 年形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战略配置格局，因地制宜建设跨流域、跨区

域调水工程；多个特大型城市水网改造投资达 30 亿元；未来 10 年我国水利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 4
万亿元。 
      尽管管道行业前景很好，但不是专属于复合材料管材。还存在与其他管材的竞争，产业发展取

决于自身的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只要我们每一位企业家、科技人员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质量

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我国的复合材料管道行业一定能健康发展。 
                                                      

摘自《中国建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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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火箭用第二代树脂基结构复合材料技术立项 

 
   未来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用的重型运载火箭直径约为目前我国在用运载火箭的 2 至 3 倍，为满足

超大型树脂基复合材料结构的高刚度、轻量化、高可靠的要求，未来材料性能和大尺寸构件成型工

艺水平必须较现有体系有明显提高。据悉，国防基础科研重大项目“结构复合材料关键材料体系的

工程化应用技术研究”近期成功立项，研究成果将满足未来航天发展需求。 
   据了解，该项目是在国防科工局的大力支持下，由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牵头，联合北京宇航系

统工程研究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发中心和中科院化学所等单位实施。项目将集中研究相

关的材料及超大型轻质结构件制备工艺技术、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技术等，形成第二代复合材料及构

件制造技术规范、方法、标准及数据库，提高材料技术成熟度，满足未来航天发展需求，同时牵引

国内高性能碳纤维、高性能树脂等相关基础材料技术领域的发展，推动第二代复合材料在其他行业

的推广和应用。 
    与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一代材料相比，新研制的第二代结构复合材料将促进航天用树脂基结构复合

材料的升级换代，性能大幅度提高，且工艺适应性更好，质量稳定性更高，将对我国航天及相关领

域技术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复旦大学与上海石化碳纤维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一条年产 3000 吨原丝、1500 吨碳纤维的生产装置，眼下正在中石化上海化工有限公司紧张建

设、试车，到 2013 年年底整个工程投产后，一批可连续稳定生产的高品质碳纤维将投放国内市场。

这是复旦大学高分子科研小组与上海石化科研团队在碳纤维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在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方面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2008 年，复旦大学与中石化上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了《碳纤维研究》合作协议书，开始在碳纤

维研究方面的合作。复旦大学杨玉良院士和上海石化副总经理张建平任课题组组长，该项目先后列

入科教部 863 和 973 攻关项目。3 年间复旦大学碳纤维项目课题攻关组与上海石化腈纶部的相关研究

人员多次交流及合作，项目进展顺利。去年 3 月，中石化第一次打通原丝到碳丝生产的全流程，产

出满卷 5000 米卷的碳纤维，强度和模量均明显超过了日本 T300 级产品水平。 
      该成果采用独特的硫氰酸钠法路线，而不是此前国际上普遍认定的唯一亚砜法路线。与亚砜法相

比，硫氰酸钠法污染明显小，成本相对低。2013 年年底整个工程建设将完成。届时，国外优质碳纤

维在国内的垄断将被打破，国家在航空航天、国防军事和商用大飞机等领域多年面对的材料困扰，

可以部分得到解决，这不啻为一个国内科研与产业划时代的重大突破。                     
 

重庆国际力推 S级高强高模纤维 
 
      随着客户对产品力学性能要求的不断增高，而碳纤维、芳纶纤维、S2 等高性能纤维又面临价格

高昂这一现状，日前，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CPIC）研发的同时具备高拉伸强度与良好性价

比的 HT-glass 应运而生。CPIC 依托其五大自主研发团队，沿用无硼无氟配方，将独特的玻璃熔制工

艺与特殊的拉丝成型工艺相结合，成功地制备了高性能 HT 玻璃纤维。 
       HT 玻纤具有优异的抗疲劳性和较好的雷达透波性，兼具高抗冲击性能和稳定的化学性能。 
      这是 CPIC 继 2009 年高模量 TM 玻纤之后，历经 3 年推出的又一高品质纤维。HT 玻纤密度为

2.45g/cm3~2.52g/cm3，具备更高的比强度。与传统的 E（无碱）玻纤相比，在拉伸强度、拉伸模

量、软化点都有较大提高。 
     目前，HT 产品主要有直接纱、高强电子级细纱。该产品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极具市场前景。

基于 HT 玻璃纤维具有以上性能特点，其主要运用在军工领域及大型风力叶片骨架上，其中包括：导

弹发动机壳体、枪托、发射炮筒、防弹装甲、直升机桨叶、宇航飞机内衬、飞机地板、大型风力叶

片骨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