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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论(1)-供给
中国高吸水性树脂(SAP)行业供给现状

5

1. 近三年来，全球SAP树脂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老牌企业德国赢创（原德固赛）和日本

三洋化成先后出售其经营多年的SAP树脂业务，彻底退出该产业。它们认为SAP产品价格

的低迷，中国企业的崛起，需求增长陷入低速甚至停滞，激烈的市场竞争，让SAP树脂业

务不再是一项好生意。

2. 对中国企业而言，SAP树脂业务依然富有吸引力。江天化学、天津渤海石化、榆林化学正

在逆市入局，成为行业新的玩家。当下新业务SAP毛利率不高，但相对于他们原有的业务

类别，SAP树脂产业是国内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之一。这反映出国内化工企业在技术积累

上还很薄弱，与德国和日本同行存在差距。老牌企业看不上眼的鸡肋业务，在国内化工

企业视野中是香饽饽。

3. 多年发展，中国积累了数量众多的中等规模化工企业，产业技术门槛在不断降低，他们

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努力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4. SAP树脂行业的技术门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跨越，他们正在缩小与全球领先企

业的差距。当下低迷的价格抑制了众多企业产能扩建，如上海华谊新材料、江苏斯尔邦

石化、厦门邦丽达等，规划的产能实现商业化生产的不足1/3。

5.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中国SAP树脂行业参与者不是几家企业，而是一群，存在着数量众多

的潜在进入者，如C3产业链中的丙烯酸、聚丙烯酰胺生产企业，他们都有可能实现商业

化生产。因此，未来全球SAP树脂业务很难摆脱供需失衡的竞争格局。

6. 未来五年，巴斯夫、日触化工、住友精化、LG化学，会轮到哪一个产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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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球主要国家企业SAP树脂产能结构 2023年全球主要国家企业SAP树脂产能结构 (395万吨)

总结：过去20年全球SAP树脂产能迁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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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论(2)-需求
中国高吸水性树脂行业需求现状

1. SAP树脂行业的需求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依然是卫生用品占据主流，用于生产婴儿

纸尿裤、成人失禁用品、女性卫生用品等，工业级应用占比较小。

2. 海外卫生用品市场：知名终端消费品牌占据着主导地位，宝洁、金佰利、花王、尤妮佳

等知名品牌影响着SAP企业的效益，知名消费品牌与大型企业有稳定的合作协议。

3. 国内需求市场：受益于区域性差异和数量众多的卫生用品生产企业，国内中小型的SAP树

脂生产企业凭价格优势也有一席之地。江浙、福建企业供应南方市场，山东企业供应河

北、河南等华北华中市场。

4. 从需求趋势来看，国内婴儿出生率下降，婴儿纸尿裤产量下降直接影响到SAP树脂的市场

需求。如，2023年日本花王公司关停在国内的生产线，直接影响到合作伙伴南通三大雅

公司的SAP生产线运行。未来，增量市场成长有限，需求年均增速约2%。业内SAP企业更

适合产能兼并，而非新建扩张。

5. 改变生育观念需要5-10年的时间，新的需求增长点是老龄化社会的老人失禁用品，宠物卫

生用品。

6. SAP产品开发热点是：除臭功能、可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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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论 (5)-未来
SAP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升性能、赋予特殊功能、可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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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吸收 渗透性能 离心保水 除臭 可降解

01 02 03 04 05

1、提升产品性能，赋予特殊功能

- 卫生用品领域：SAP需具备优异的吸水保水性能，提高吸

液速率，满足成人失禁用品和婴儿纸尿裤的耐盐性能需

求。同时，还应具备良好的热稳定性，通液性好，在多

次加压条件下仍保持较好的吸收性能，使液体快速渗透

扩散，满足轻质薄型、护肤和环保需求。

- 农林、园艺栽培领域：开发高吸水、高保水、缓释放、

低成本和可重复利用功能的SAP产品。

- 食品领域：通过引入季铵盐类抗菌功能组分，赋予SAP一

定的抗菌性能。

2、采用复合化技术

- 所谓复合化，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添加无

机/有机物和高分子材料，与SAP进行复配，

如，调整树脂粒度和粒径分布、吸水速率

和保水性能等指标，制得具有不同功能的

新型SAP产品。

- 满足不同消费领域对SAP产品的抗菌性能、

保水效果、吸液速率、质轻、薄型和使用

方便等多样化需求。

3、提高产品的可生物降解性

- SAP的使用多是一次性的，生物基可降

解SAP的开发应用日益受到重视。

- 生物基可降解SAP的生产，需要采用纤

维素、淀粉和氨基酸等其他交联单体替

代传统的丙烯酸钠。

- 国外已产业化的生物基可降解SAP有淀

粉-聚丙烯酸共聚产品、PVA-淀粉共聚

产品和交联聚天冬氨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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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第一章 高吸水性树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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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吸水性树脂 (SAP)产品介绍

高吸水性树脂，是一类含有大量亲水性基团和交联网络结构的

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和保水能力，并且具有一定的弹

性，广泛应用于卫生用品领域.

高吸水性树脂(SAP)概述

a) 高吸水性树脂(Super Absorbent Polymer，SAP)是一种可吸收自身

重量的约500倍至约1000倍水分的合成高分子物质，也被称为超

吸水性材料 (Super Absorbency Material)、吸水性凝胶材料等。

b) 按原料来源，高吸水性树脂可分为淀粉类、纤维素类和合成聚合

物类等大类，合成聚合物类又可以分为聚丙烯酸盐类和聚乙烯醇

类等。聚丙烯酸盐类占到总产量的90%以上。

c) 工业化生产多以不饱和的烯类单体(如丙烯酸、丙烯酰胺等) 作为

主体原料，经过添加交联剂和引发剂进行共聚交联反应后制得。

d) 高吸水性树脂具有吸水量大、保水能力强、吸水速率快、安全无

毒等优点。

e) 一开始实际应用于生理用品上，目前广泛用作纸尿布、医疗护理

垫等医用材料、园艺用土壤保水剂、土木工程用止水材料、育苗

用片材、食品流通领域的保鲜剂等各种材料。

指标 单位 要求

残留单体(丙烯酸) ≤ Mg/kg 1,800

挥发物含量 ≤ % 10.0

pH —— 4.0~8.0

粒度分布      <106μm ≤ % 10.0

其中<45μm ≤ % 1.0

密度 g/cm3 0.3~0.9

吸收量 ≥ g/g 40.0

保水量 ≥ g/g 20.0

加压吸收量 ≥ g/g 10.0

高吸水性树脂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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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收原理

原理

• 高吸水性树脂的吸收能力取决于渗透压，树脂聚合物的亲和力和聚合物的

橡胶弹性。渗透压对吸收能力的影响最大。

• 高吸水性树脂主要由聚丙烯酸钠组成，具有高含量的-COO-和Na+离子。聚

合物内部的离子浓度与周围水溶液的离子浓度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渗透压的

强度。周围水溶液的离子浓度越低，所得到的离子浓度差越大，因此渗透

压上升。这种渗透压使聚合物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分。(图1)

• 聚合物与其周围溶液的亲和力也影响其吸收能力。高吸水性树脂中的亲水

基团“-COOH”和“-COONa”对水具有很高的亲和力，可以吸收水溶液。

然而，在确定聚合物的吸收能力时，亲和力不如渗透压显著。 (图2)

• 由于这两个因素，聚合物应继续吸收水至聚合物内部与周围溶液之间的离

子浓度相等的程度。为了将吸水率控制在预期水平，必须为聚合物提供特

定的橡胶弹性。

• 随着聚合物的交联密度增加，聚合物的橡胶弹性增加。当聚合物的橡胶弹

性与由渗透压和聚合物的粘度产生的吸水能力平衡时，聚合物的吸收能力

达到最大值。 (图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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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盐水

丙烯

高吸水性树脂

纸尿裤

农业园林

卫生用品

工程建筑

食品配送

高吸水性树脂上下游产业链

氢氧化钠溶液

交联剂

高纯丙烯酸

引发剂

……

上游原料

环保

止水材料

成人失禁用品

卫生巾

……

医疗护理床垫

过滤材料

湿布剂

苗圃板

……

保鲜防腐剂

泥敷剂材料

医用材料

✓ 高吸水性树脂属于碳三 (C3) 产业链体系。

✓ 聚合单体除(甲基)丙烯酸外，还有(甲基)丙烯酸C1-C12烷基酯、(甲基)丙烯酸

C1-C12羟烷基酯、(甲基)丙烯酰胺C2-C12烷基磺酸等。

✓ 高吸水性树脂被广泛应用于卫生及医用材料、农业园艺、土壤改造、环保等

行业，尤其是在婴儿纸尿裤、女性卫生用品及成人用失禁产品等领域。

高吸水性树脂行业上下游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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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三(C3)产业链

13

天然气

丙烯

丙烯—丙烯酸—丙烯酸酯/SAP产业链

甲醇

石脑油|FCC

甲醇

丙烯工艺路线

煤炭

丙烷

石油

聚丙烯

丙烷也是页岩气的副产物

丙烯酸

丙烯腈

环氧丙烷

辛醇|异辛醇

正丁醇

聚醚多元醇

异丙醇胺

丙二醇

丙二醇醚及酯

丁二醇

阻燃剂

高分子乳液

胶粘剂

涂料

塑料

建材等

丙酮

其他

丙烯酸酯

SAP

其他

MMA

异丙醇异丙胺

双酚A

……

✓ 丙烯酸是大宗类化学品，其应用领域比较集中，主要是丙烯酸酯和SAP树脂，

其他应用包括聚羧酸盐减水剂、洗涤剂、助洗剂、水处理剂等。

✓ 丙烯酸酯的下游应用领域广泛，可生产高分子乳液，用于纺织和造纸行业；

还可生产胶粘剂，涂料等大宗类产品。

✓ 当丙烯酸市场产能富余时，生产企业大多会选择向产业链下游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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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吸水性树脂产业政策与法规

NO. 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影响

1
• 高吸水性树脂所属行业为“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C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

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规定的限制类或淘汰类产业。

2

• 根据《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2023）》：战略性新兴产业之“3 新材料产业”之“3.3 先进石化化

工新材料”之“3.3.1 高性能塑料及树脂制造”之“聚丙烯酸酯高吸水性树脂（SAP）”。

• 当下，高吸水性树脂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吸水性树脂行业为战略新

兴产业，国家鼓励发展。

3
•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

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重大决策，这是我国继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之后的又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
国家鼓励生育，将刺激需求。

4

• 2021年发布的《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要加快突破功能-结构一体

化高分子材料制造等关键技术，并积极布局形状记忆高分子材料、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等新产品开发。

• 高吸水性树脂作为一种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将受益于对化工新材料的整体支持政策。

5

• 2024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调整出口退税的政策，取消了铝铜初级产品等59项产品的出口退税，下调了太阳

能等229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还取消了部分化工产品的出口退税。

• 高吸水性树脂暂不在列。

当行业价格竞争失控，出现

全行业亏损时，有形之手将

进行政策调控。

6
• 2024年，工信部联合9部门发布《精细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精细化学品和化工新

材料（统称精细化工）是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方案》对精细化工产业高端化、绿色

化、智能化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和科学指导。

精细化工行业迎来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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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吸水性树脂行业发展现状
2.1 全球高吸水性树脂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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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企业 工厂所在地 2013 (万t) 2021(万t) 2024(万t) 产能变化备注

1 日本触媒 日本 32.0 37.0 37.0 • 配套98万吨AA生产装置

美国 6.0 6.0 6.0

比利时 6.0 16.0 16.0

中国 3.0 3.0 3.0

印尼 9.0 9.0 14.0 • 2024年扩建5万吨

2 住友精化 日本 16.4 21.0 20.0 • 配套住友化学AA生产装置

新加坡 6.9 7.0 14.0

韩国 0 11.8 13.0 • 2018年5.9万吨

法国 4.7 4.7 4.7

3 三大雅聚合物 日本 13.0 13.0 0 • 2024年退出SAP树脂业务

(三洋化成) 中国 15.0 20.5 0 • 南通工厂转让给江天化学

马来西亚 0 8.5 0

4 LG化学 韩国 18.0 36.0 36.0

5 台塑工业 台湾地区 11.0 11.0 11.0

宁波 4.5 9.0 9.0

6 BASF 美国+欧洲+其它 47.5 59.5 63.5 • 2023年美国工厂技改，新增产能约4万吨

7 EVONIK 美国+德国+沙特 42.6 50.6 50.6 • 2023年已出售SAP树脂业务给ICIG

8 中国本土企业 24.0 76.6 97.1 统计为有效产能，非名义产能

全球SAP树脂主要企业产能分布

16

1978年，日本三洋化成

研发并产业化生产淀粉

接枝聚丙烯酸共聚型高

吸水性树脂。

BASF在中国和巴西各

有6万吨产能，在泰国

另有产能2.7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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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SAP树脂产能区域分布

17

2021-2023年全球主要国家地区 SAP树脂企业产能份额变化

• 2021-2023年，中国本土企业SAP

树脂产能份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

• 日本和德国企业处于优势地位。

日本

37%

德国

26%

新加坡

5%

韩国

9%

台湾地区

5%

中国

18%

日本

32%

德国

27%

新加坡

5%

韩国

8%

台湾地区

5%

中国

23%

202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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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全球主要SAP树脂生产企业产能变化

18

2021年全球主要SAP树脂生产企业及产能 (万吨) 2023年全球主要SAP树脂生产企业及产能(万吨)

3.6 

6.0 

8.0 

12.0 

12.0 

20.0 

20.0 

36.0 

42.0 

44.5 

50.6 

59.5 

71.0 

斯尔邦石化

万华化学

邦丽达

山东诺尔

卫星石化

台塑工业

宜兴丹森科技

LG化学

三洋化成

住友精化

赢创工业

巴斯夫

日本触媒

3.6 

6.0 

8.0 

12.0 

15.0 

20.0 

20.0 

20.5 

36.0 

44.5 

50.6 

59.5 

71.0 

斯尔邦石化

万华化学

邦丽达

山东诺尔

卫星石化

台塑工业

宜兴丹森科技

江天化学

LG化学

住友精化

ICIG

巴斯夫

日本触媒

过去三年，全球SAP行业的重大变化是赢

创工业剥离SAP树脂业务；日本三洋化成

出售SAP树脂业务，两大老牌生产企业均

退出该领域。

+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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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球主要国家企业SAP树脂产能结构 2023年全球主要国家企业SAP树脂产能结构 (395万吨)

过去20年全球SAP树脂产能迁移趋势

19

日本

29%

德国

39%

美国

10%

台湾地区

2%

新加坡

3%

中国

1%

英国

1%

其他

15%

全球总产能=147万吨 全球总产能=395万吨

日本

32%

德国

27%

新加坡

5%

韩国

8%

台湾地区

5%

中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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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23年中国SAP树脂行业生产企业成立数量（家）

3

1

0
0

1

2

3

4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23

中国SAP树脂行业发展历程

20

第一波投资高峰期(2002-2008年)

发展阶段特征

➢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便开始了SAP树脂

的生产，但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小，生

产装置年产能不足万吨，生产工艺技

术薄弱，上游原料供应不稳定，在后

来的上游原料反倾销和激烈的下游市

场竞争中不敌外资企业，企业停产或

转型。

➢ 2002年后，外资企业大举进入国内

市场，代表性企业有日本的日触化工、

三大雅精细化学品等。这些外资企业

拥有稳定的上游原料，生产技术先进，

单条生产线产能达到3万吨，逐步发

展成为国内主流SAP树脂生产企业。

➢ 2011年后，本土企业在生产工艺上

取得突破，国内SAP树脂行业步入一

个新的投资高峰期。新进入者拥有更

强的实力和资本，以国内石化企业为

主。表现为：生产工艺先进，上游原

料一体化，单条生产线产能接近3万

吨水平。代表性企业如上海华谊、扬

巴石化、浙江卫星石化、盛虹石化和

万华化学等。在这五年间新增有效产

能近30万吨。

第二波投资高峰期(2011-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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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高吸水性树脂技术与研发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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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生产工艺技术：水溶液聚合法

22

水溶液聚合法

丙烯酸水溶液聚合工艺是利用完全或部分

中和的丙烯酸在引发剂和交联剂存在下进

行聚合，产品经干燥制粉，并进行表面处

理后得出成品。

水溶液聚合法采用的溶剂是环保的水，成

本低，污染小，可以实现连续生产，生产

效率高，该工艺是很多生产企业的首选。

水溶液聚合法，根据工艺差异又分为热聚

合法和光聚合法等，其中热聚合法通过在

具备多个轴的捏合机中使含水凝胶状聚合

物破碎及冷却并进行聚合；而光聚合法通

过在带上朝高浓度水溶液照射紫外线等以

同时进行聚合和干燥。

三大雅、斯尔邦、万华化学均采用该工艺。

反向悬浮聚合法

该法以油类为分散介质，水溶性单体在悬

浮剂和强烈搅拌作用下分散成悬浮水相液

滴，引发剂溶解在水相液滴中进行的聚合

方法。

该工艺优点是聚合速度快，产物分子量高

且分布比较均匀；反应条件温和，可得到

珠状产品，吸水速率快，保水量也较高。 

缺点是聚合温度较高，必须及时有效地移

除聚合热，反应过程不友好；而且在生产

过程中，有机溶剂需要回收利用，能耗相

对较高，设备投资较大，增加了生产成本。

该工艺制得的物料较软，该工艺正处于边

缘化状态。

应用企业：住友精化、日触化工。

辐射交联聚合法

主要是指微波辐射法和紫外光聚合法。

微波辐射化学反应是高分子聚合工艺的一

种新的技术，在微波辐射条件下，采用迅

速提高聚合单体或反应液体的温度，使物

料快速均匀得到加热。

该法的优点是：生产工艺简单，无需采用

引发剂和交联剂，产品的品质较纯，生产

效率较高。另外，聚合反应十分稳定，同

时在常温或较低温度条件下，也能进行反

应，对环境友好，还可通过控制反应的速

率，加工所需不同分子量的产品。 

缺点是：前期投资大， 工业化比较困难。

主流工艺：
全球产能占比超过80%

绿色工艺：
工业化困难，但前景广阔

边缘工艺：
能耗高，反应过程不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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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吸水性树脂工艺流程示意图-水溶液聚合法

23

表面
处理高纯丙烯酸

高吸水性
树脂

交联剂、引发剂

32%氢氧化钠溶液

造粒
干燥

聚合
反应

脱盐水

1）工序：中和反应

• 将丙烯酸、去离子水和液碱按照比例连续泵

入中和反应器中，釜式反应器集合机泵、动

静态混合器，通过自动调节阀和在线仪表实

现连续进料和连续控温。

• 当物料进入中和反应器中时，开始对中和反

应 器 进 行 冷 却 ， 反 应 温 度 要 求 控 制 在

35~55℃左右，常压，丙烯酸中和度控制在

72~78%。

2）聚合反应

• 当中和反应达到聚合要求时，将混合物

料放入聚合反应器中。将预先溶解混合

好的交联剂和引发剂通过质量流量计控

制加入到聚合反应器中，让有机酸和盐

在交联剂和引发剂的作用下发生聚合交

联发应。

• 聚合反应温度控制在50～100℃，聚合

器内保持微负压，采用蒸汽夹套方式进

行加热，反应时间为20～30分钟。

3）造粒干燥工序

• 造粒干燥：聚合反应得到的凝胶物用破

碎机进行破碎后送入造粒机造粒。

• 聚合物先经回转式切割机切割后送入螺

杆式挤出造粒机造粒，再送入履带式烘

干机进行干燥，使用经蒸汽加热后的热

风进行干燥，干燥后物料水分≤3%。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嘉肯咨询研究

中和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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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24年中国高吸水性树脂(SAP)专利数量变化(件)

国内企业研究高吸水性树脂技术进展

2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大学/研究机构

国内企业

外资企业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专利局、嘉肯咨询研究

• 2009年之前，国内高吸水性树脂行业技术研发主体是大学科研机构，

国内企业的存在感很低。

• 2009年后，国内企业每年在高吸水性树脂领域申请的技术专利数量稳

步提升，参与高吸水性树脂技术研发的国内企业数量近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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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企业高吸水性树脂专利数量排行

25

中国企业SAP树脂相关专利数量 (件) 海外企业SAP树脂相关专利数量 (件)

2

2

3

3

4

4

4

5

6

6

6

6

8

13

18

20

21

30

南京博瑞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海丝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赛鼎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得米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苏氏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青科牧程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乐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新昊顺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虹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中科博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富瑞雪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昊月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卫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丹森科技有限公司

邦丽达（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

1

1

1

2

3

4

5

12

19

61

75

可乐丽

宝洁公司

花王株式会社

三菱油化株式会社

SK新技术株式会社

长濑产业株式会社

三洋化成工业

LG化学株式会社

三大雅株式会社

日本触媒

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友精化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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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高吸水性树脂生产技术的进展与研发方向

26

企业 年份 近三年研究专利名称 研究方向

邦丽达（福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一种高吸水性树脂吸水保水性能测试装置及系统 ✓ 生产装置改进

2022 一种抗菌除臭的高吸水性树脂 ✓ 高性能产品开发

2022 一种适用于高吸水性树脂的分级筛系统

2022 一种用于高吸水性树脂的烘干系统

2022 抑菌除臭高分子吸水性树脂的制备方法 ✓ 高性能产品开发

2021 高吸水性树脂颗粒施加装置

2021 一种高分子吸水性树脂生产用脱水装置 ✓ 工艺设备改进

2021 一种高吸水性树脂聚合传送装置 ✓ 工艺设备改进

2021 一种高吸水性树脂颗粒生产装置

2021 一种高吸水性树脂筛选装置

2021 一种高吸水性树脂生产用节能恒温反应设备 ✓ 工艺设备优化

2021 一种节能型高吸水性树脂干燥机

2021 一种用于高吸水性树脂的分离及除尘系统

浙江卫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4 一种吸收快、高保水的高吸水性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 高性能产品

2024 一种吸水性树脂破碎机

2023 一种连续化生产高吸水性树脂的带式聚合设备 ✓ 工艺设备改进

2021 一种抑菌香味缓释型除臭高吸水性树脂的制备方法 ✓ 高性能产品

2021 一种用于高吸水性树脂的耐高湿热稳定性水性抗黄变剂 ✓ 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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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SAP树脂的研发方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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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年份 近三年研究专利名称 研究方向

住友精化株式会社

2023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的制造方法，吸水性树脂组成物之制造方法 ✓ 功能性材料开发

2023 吸收体以及吸收性物品，吸水性树脂组成物及其制造方法 ✓ 终端产品开发

2022 包覆树脂粒子、吸水性树脂组合物及吸收体被覆树脂粒子等 ✓ 复合材料

2022 吸水性树脂、吸收体及吸收性物品

2022 吸水性树脂的制造方法、吸水性树脂、吸收体及吸收性物品

2022 吸水性树脂颗粒的制造装置及制造方法

2022 吸水性树脂粒子、吸收体及吸收性物品

2022 吸水性树脂粒子的制造方法，吸水性树脂粒子之制造方法

2022 吸水性树脂粒子及吸收体，吸水性树脂粒子及吸收体

2022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吸收体、吸收性物品和吸水性树脂颗粒的分离处理方法

2022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吸收体及吸收性物品

2022 制造吸水性树脂粒子的方法

2021 颗粒状吸水性树脂组合物及其制造方法、吸收体以及吸收性物品

2021 吸水性树脂、吸收体和吸收性物品

2021 吸水性树脂的制造方法，吸水性树脂之制造方法

2021 吸水性树脂粒子、吸收体及吸收性物品

2021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吸收体和吸收性物品

2021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的制造方法和吸水性树脂颗粒的吸水速度低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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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SAP树脂的研发方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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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年份 近三年研究专利名称 研究方向

日本触媒株式会社
2023 吸水性树脂的循环再利用方法及吸水性树脂的制造方法 ✓ 产品的循环利用

2023 吸水性树脂粉末的制造方法 ✓ 产品类型开发

2022 聚（甲基）丙烯酸（盐）系吸水性树脂及吸收体

2022 吸水性树脂的制造方法 ✓ 生产工艺

2021 吸水性树脂粉末的制造方法 ✓ 产品类型的开发

2021 吸水性树脂及其制造方法

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吸水性树脂及其制造方法 ✓ 生产工艺

2023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及吸水性树脂的制造方法

2022 吸水性树脂及其制造方法

2022 吸水性树脂与其制作方法

2021 吸水性树脂的再生方法及再生后吸水性树脂 ✓ 产品的循环利用

2021 吸水性树脂及其制造方法

三大雅株式会社
2023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的制造方法

2022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使用其的吸收体和吸收性物品的制造方法

2022 吸水性树脂组合物、以及使用其的吸收体和吸收性物品

2021 吸水性树脂粒子的制造方法 ✓ 产品类型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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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专 注 智 信 · 慧 见 洞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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