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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辊是胶印机的重要零部件，它的品质优劣直接影响印刷品的品质，然而由

于认识上的盲点，人们往往对胶辊的性能、特点认识不足，设计、制造、使用等

诸多环节都不能对胶辊提出合理、全面、规范的指标要求，检验检测方法更无统

一规定。不少印机厂在设计胶辊时其质量要求仅提出物理要求的硬度指标，提出

几何精度的形状尺寸允许变化范围，提出表面质量的粗糙度要求，极少数印刷速

度达每小时 10000 印以上的产品提出力学性能的动静平衡要求，而对其它物理性

能如弹性指标，化学性质如耐腐蚀、耐老化等指标均没有涉及。

在中低速胶印机上，由于印刷速度低，胶辊在传递油墨时受压频率低，允许

压缩回弹时间相对长些，所以对胶辊的回弹性能没有特别需求，实际工程图中仅

考核橡胶硬度，以硬度指标来判定胶辊品质和老化与否。其实胶辊的硬度指标和

弹性指标是两个不同的物理量，他们虽有一定联系，但也有明显区别，严格讲是

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弹性的定义是物体受力产生形变，去除外力，物体恢复原来

形状的能力。弹性越好，恢复原来形状的能力越强，恢复原来形状所需时间越少。

而硬度是物体抵抗外力变形的能力，硬度越高，物体受力后越不易变形。当两种

材料硬度相同，而弹性不同时，他们在同样受力大小的情况下，其变形程度相同，

但在外力去除后，两者恢复原形的能力却不同。弹性好的材料，能迅速恢复至原

始状态，弹性差的只可缓慢恢复到原始状态。

很明显，他们对印刷传墨效果就大不一样。胶辊传递油墨时胶辊与胶辊相互

之间存在一定压力，彼此被压缩，胶辊旋转微小角度脱离接触线，胶辊上压力撤

除，被压缩的胶辊迅速恢复到原始形状，并按原定压力将油墨向下级传递。这个

原定压力就是通过胶辊恢复原始形状的尺寸来实现的。如果胶辊弹性较差，不能

迅速恢复至原始尺寸和形状，传墨辊之间压力的平衡就被破坏。在传墨过程中，

弹性差的胶辊往往不能满足高调小网点的印刷要求，不能表现低调饱满墨色的厚

重感，网点发虚、发白，画面暗淡无光泽。

印品网线密度越高，印刷速度越快，对胶辊的弹性要求也必须越高，只有弹

性优越的胶辊才能在胶辊或印版上留下圆润饱满的墨迹。有些印刷厂师傅当看到

网点发虚时，往往判断为印刷压力小，所以盲目增加印刷压力，结果收效甚微；

也有的印刷厂师傅当看到网点发虚时，简单增加胶辊压力，最终导致胶辊压缩量

增大，运行一段时间后胶辊易发热。胶辊长期处于高温下工作，使胶辊易老化，

寿命缩短。高速胶印机胶辊旋转速度更快，单位时间内相比低速机压缩次数更多，

而在高速状态下，为保证传墨效果往往压缩量都取较大值，这就更需要弹性好的

胶辊，同时也说明为什么高速度机在胶辊质量欠佳时，更易出现网点虚而不实的

印刷瑕疵。同理，水辊如果弹性较差时，着水不匀，也很难实现水墨平衡。在高

速高档胶印机上，为达到优良印刷传墨效果，都采用气垫橡皮布，就是充分利用

橡皮布较好的回弹性能。



如前所述，因为我国对胶辊质量性能的认识知之甚少，包括印刷机的国家标

准中也没有指导性意见，而化工行业标准虽然有物理性能指标要求，但缺乏可操

作性，国标 GB / T1681 也不能在胶辊上取样，所以实际上各印机制造厂家各胶

辊供应商家都没有真正考核胶辊弹性指标。目前国产胶印机性能普遍在提升，像

昌昇集团、北人集团、上海光华等生产的知名国产胶印机印刷速度已达到每小时

15000 印，且印刷品质量也在不断向欧系标准靠拢，胶辊的质量指标要求、检测

方法、检测仪器的确认自然被提到议事日常上来。江苏昌昇集团和北京印刷学院

及国内知名胶辊供应商合作，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机器不同功能区的胶辊进行检

测、比较、分类、试验，制定各功能区各类胶辊的弹性指标，并严格执行，使印

机产品质量不断得到提升。

提高和改善胶辊性能，不仅仅是印机制造厂的事，使用和保养同样重要。不

少印刷企业长期以来都使用中低速机，印中低档活，对胶辊保养维护工作没有做

足文章，特别在洗车环节，一是不及时清洗胶辊油墨，二是清洗胶辊通常使用腐

蚀性强的汽油，这都会导致胶辊的橡胶层老化变质，失去弹性。因为油墨对胶辊

具有腐蚀、催老化作用，胶辊长期不清洗干净，其表面就易硬化、龟裂，失去弹

性，也就是所谓的玻璃化，严重影响胶辊传墨性能。用汽油清洗胶辊对辊体橡胶

有溶解腐蚀作用，所以对高档胶印机和需印刷高档活的胶印机，必须购买正宗洗

车水，以便能长期保持胶辊弹性和优异的传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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