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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Rubber transmission belt is primarily used conveying dynamics to attain the function of propelling drive, and thus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Wherein flat-belt is employed for conveying mechanical dynamics and equipped whith the benefits of

simple mechanical structure, stability, low noise and low equipment cost. V-belt is used is applied in relaying general industrial

machinery drive, while non-banded V-belt is commonly applied for automobile dynamic drive and abrupt load and speed shifts.

Synchronised belt is distinguished into light and heavy types: the former is used for driving office automation(OA) equiment,and the

latter for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automobile,s engine cam, fuel pump. Of which, banded V-belt and non-banded V-belt are

developed by J. Gates in 1917 following the conventional rubber/woven synthetic belt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banded V-belt and non-banded V-belt lies in that the former is covered with cloth, and the latter not . In terms of multiple-groove

V-belt, it is a non-banded V-belt that is wider and thinner than most V-belt,and appears to be formed by several V-belt that

differentiates it form regular single-strap V-belt. The non-banded V-belt developed in the 1960s has become mainstream automobile

transmission belts. While the banded V-belt is still prevalently applied industrially. This study seeks to undert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rubber transmission belts. and compare the pros and cons and values of the various

products with the hope of contributing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such produc lines. Key words:transmission belt,

belt, ru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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