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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山东黎宁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约支持

　 　 问题 １：孟加拉蓝坯革和皮坯一回鼓就起类似摔

纹的细纹（见图 １）怎么办？

图 １　 类似摔纹的细纹

观点 １：回湿要透，转鼓少转多停，回湿时间要

长，加一点盐。
观点 ２：建议先回潮静置两天，再回鼓进行回水

操作。 可以减少很多因为纤维干结带来的不良影响。
观点 ３：回潮时加入一些回湿剂和两性加脂剂，

转鼓多停少转。

问题 ２：这种一条条不规则的印痕（见图 ２）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

图 ２　 不规则印痕

观点 １：脱灰时灰皮内气体出不来，皮相互挤压

造成的。
观点 ２：好像不是染色的问题，应该是蓝湿革本

身存在的问题，比如铬花、污痕、折印等。 这种蓝湿革

对染浅色（特别是浅灰色）尤其明显，蓝湿革缺陷严

重会对所有染料和填料产生较大影响。 如果怀疑蓝

湿革有问题，直接拿几张染浅色看看。
观点 ３：如果蓝湿革没问题，后边复鞣水洗不充

分，或者加栲胶时液比小以及栲胶填充后静止过夜等

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观点 ４：退鞣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以前做植鞣缩

纹革都是蓝湿革退鞣，第二天检查革面都是干干净净

的，什么斑都没了，铬盐也都退完了。 当然，草酸加得

多，要加 ２０％或以上。
观点 ５：我觉得问题出在退鞣上，要退得彻底才

不会花。 如果只是表面退鞣，一鼓皮装得又多，粒面

下的铬是不均匀的。 加了栲胶看着不花，一加染料就

会显现出来。 最好用硫酸退鞣，ｐＨ 值控制在 ２ ０ 左

右，不用过夜，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表面退鞣染

深色是没有问题的。
观点 ６：草酸质量越来越不好，以前加 ３％就足

够。 现在的草酸即使是真的，８％ ～ １０％也根本就不

够，我刚做了一个退鞣试验，先用 ５％草酸退鞣，没什

么效果，又加 ５％过夜，还是不行，最后放弃草酸了。

问题 ３：混种羊血筋如何处理？

观点 １：浸水的时候加盐对血筋的处理有很大

帮助。
观点 ２：把粒面层做厚，可把胶原蛋白填充进血

筋里。
观点 ３：软化破坏血管壁，然后再填充起来，血筋

也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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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４：复铬（铬复鞣）前后加胶原蛋白，填充要

饱满起来。
观点 ５：先用醛增加革的多孔率，加强铬鞣。 填

充时，先用大分子丙烯酸树脂配合油脂封闭粒面，促
进材料从肉面吸收。

问题 ４：蓝坯革折痕（见图 ３）做成成品后还很明

显，有什么好的办法改善？

图 ３　 蓝坯革上的折痕

观点 １：蓝湿革回水加酸性酶过夜。
观点 ２：蓝湿革用草酸配合盐温和地退鞣，褶皱

打开以后再重新铬复鞣、陈放。
观点 ３：蓝湿革坯肉面涂油，再摔软，然后绷板

试试。
观点 ４：根据折痕情况轻重采取不同措施：（１）折

痕不是特别严重的，加强回湿，回湿温度高一些，加些

耐酸、耐电解质的加脂剂，转动时间长些，可以过夜。
（２）折痕严重的，回湿，尽量退鞣干净，再鞣制，然后

铺平存放。 （３）折痕特别严重的，尽量退鞣干净后，
再次进行碱膨胀，浸酸后再鞣，然后存放一定时间再

继续做。
观点 ５：采取大退鞣，轻微酸肿保险些。
观点 ６：折痕轻的，漂洗时加草酸和硫酸铵处理；

折痕稍微重的，漂洗时加纯碱和酸性酶处理；折痕更

重的做退鞣处理。

问题 ５：有颈纹老纹的蓝湿革（东北皮），生长纹

通过机械作用打开后，复鞣染色到坯革（做油蜡革）
后，又出现条形色花，有什么好办法避免？ 蓝湿革以

后怎么做才能解决？

观点 １：如果是活纹，经过合理的复鞣染色工艺

和加强机械伸展，会明显改善。 如果是死纹，就要进

行退鞣、酶软化等处理。 生长纹部位相对其他部位纤

维纺织较为紧密，脖头纹好处理些，边腹纹处理起来

相对困难些。
观点 ２：东北皮某些盐湿皮做出来的蓝湿革如果

出现核桃纹，在灰碱工序就要设计合理的工艺，务必

使得裸皮均匀一致缓慢地膨胀。 一般育肥牛蓝湿革

都是留活纹，避免死纹。 育肥牛的特点就是裸皮的表

面积比较大，比普通牛裸皮的表面积大得多，在准备

工段把肥纹完全做开不是不行，但是原皮状况相对复

杂，肥纹完全做开恐怕会为后段工序留下质量隐患，
所以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在准备工段会做得相对保

守一点，在保证内外一致的情况下尽量避免死纹而留

少量活纹（一般是脖头），然后配合复鞣染色工艺，分
两步把生长纹做开，这样比较稳当一些，所以说制革

是互相配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观点 ３：上面提到的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

是把生长纹处理开，另一个是解决生长纹部位的染色

问题。
第一个是开纹问题：可以考虑在蓝湿革回湿处理

的时候，用消斑剂进行消斑并加酸性酶进行酶处理。
有些消斑剂的强氧化漂白作用对生长纹处的角质层

色素处理是有帮助的。 在复鞣染色时可以采用两次

中和（即铬复鞣前的小中和以及铬复鞣后的大中

和），通过温和的分步填充加脂，可以在不加深皮纹的

基础上，尽可能让皮身均匀一致。
第二个染色问题：尽可能在填充末期或者是在工

艺末期加脂结束后再开始染色，在整个蓝湿革已经被

阴离子复鞣材料均匀渗透的情况下，让染料均匀渗透

过后再缓慢固定。 注意加脂剂的搭配，很多合成加脂

剂迁移性大，也容易产生色花或造成色差。

附加问题：解释一下，何谓育肥牛蓝湿革的死纹

与活纹？

观点 １：有些脖头纹是浸灰时灰碱没有均匀渗透

到位（脖子后面的部位）造成的，轻的纹看肉面有深

沟，重的纹明显颜色不一致，甚至深紫色，这个就是死

纹，后工序不好处理。
观点 ２：死纹就是蓝湿革上明显看得到、摸得着

的纹，比如明显的脖头纹、核桃纹等。 活纹其实不是

纹，是蓝湿革偏松、偏活，蓝湿革凹折后表面有细细的

纹路，也可以理解为轻微的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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