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革实用技术问答———准备工段（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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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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工段牛灰皮肉渣各工厂是如何处

理的？ 因对外加工的原皮产量大，产生的废渣多，有
什么好的变废为宝的方法？

观点 １：我们厂是用大的电炉将其熬化，液态部

分流入污水系统，泥浆部分进入污泥浓缩池随脱泥机

一起脱出，这样处理环保部门可以接受。
观点 ２：达威公司有一种分解酶，很多厂家都是

将分解酶化成液体混入废水一起处理的。
观点 ３：达威公司的肉渣分解酶 ＦＪ 的活力不是很

够，建议用分解酶 ＪＳ 和分解酶 ＳＫ 搭配使用，都是特

供的分解酶，可以分解灰渣，还可以减轻臭味。
观点 ４：处理这个灰渣，酶活力越高越好，最好用

５０ ０００ Ｕ 的，成本低，处理时间短。
观点 ５：为了减轻污水处理带来的压力，现在一

般工厂都不进行生皮去肉，而是选择灰皮去肉，只是

这样浸灰会受影响。
观点 ６：灰皮不去肉有几大影响，一是皮的脖纹

打不开，二是皮的均匀度不好，三是影响剖皮操作。

追问：气味如何解决？
观点 １：用酶处理不会产生特殊异味。
观点 ２：灰渣及时处理了就没有什么气味了。

问题 ２：对浸水过度大家有什么看法？
观点 １：两次浸水就是要使原皮充分浸水。 所谓

过度就是在原皮浸水过程中皮质（胶原蛋白）流失过

多，导致蓝湿革后肷窝和边腹空松，严重的甚至导致

蓝湿革整体空松，无弹性，皮身扁薄。 实际上可以采

取多种方法来减少皮质的过多流失。
观点 ２：浸水过度有几个意思，第一是皮板过度

充水；第二就是所谓的皮质流失了，一方面是细菌的

溶蚀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助剂对蛋白质的过度作用，
容易加大部位差，这点一般发生在主浸水的时候，脱
脂剂、回湿剂甚至于纯碱和其他少量的灰碱，营造了

一个偏碱性的环境，这个环境对脖头和边腹等部位的

脂肪和蛋白质的溶解作用很强，对这些疏松部位的纤

维破坏较大，从而增加了部位差。 有些时候去肉故意

保留边腹部油膜，就是为了不加大部位差。
浸水工序作为制革生产的第一关，还是要根据生

皮的状态，制定合理的工艺流程，严格控制生产过程。
充水是不会过度，但浸水会有过度的情况，所以一定

要把握好浸水的程度，以防止皮质严重流失。
观点 ３：从充水来讲浸水不要担心会过度，恰恰

相反，经常要担心的是浸水不足。 之所以有“浸水过

度”的感觉，是因为其之后的浸灰导致祼皮灰膨胀过

度了。 浸水充足的皮，浸灰时，灰膨胀的效率会大大

提高，可能此时 １％的灰能起到 ２％的灰之功效，所以

对于特别容易浸水的皮，要很小心地控制浸灰。 我曾

经仅用 １ ８％的灰，就已经有很满意的浸灰效果了。
观点 ４：浸水的目的是使不同品种、不同保存方

法的生皮充分回鲜，使以水为介质的化工助剂得到很

好的渗透。 一般整张皮要想都达到 １００％的均匀浸水

程度还是不易的。 当然浸水过度，成革确实存在回弹

性低、部位差大、革身骨松、粒面无光泽等问题。 由于

后续工段还有脱毛、浸灰、脱灰、软化脱脂、浸酸等处

理来分散皮纤维，所以浸水也不要太要求充足，有个

说法叫宁欠勿过，关键是看做什么品种风格的革。 单

就浸水而言，最好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最佳的浸水

状态，尤其是紧实的背脊部也要浸水良好。 选择好的

浸水助剂至关重要，只有配合合理的浸水工艺才能做

出好的浸水效果。 没有好的浸水助剂，延长浸水时间

只能使皮空松的部位充水过度，紧实的背脊部皮心浸

水不足，造成部位差突出。 还要注意杀菌，防止烂毛

孔等菌伤粒面，做到整张皮（皮内）的均匀浸水，才是

关键。 依我的经验，灰皮的柔软度和坯革摔软后的柔

软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要靠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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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５：浸水、浸灰的程度都要综合考虑最终做什么

风格的革，比如做超薄、超柔软的革，浸水过一点没问题。
观点 ６：觉得浸水过了，浸灰就收一点；浸水欠

了，浸灰及后面弥补一点，越早平衡越好。
观点 ７：宁过勿欠，宁欠勿过，刚刚好，这 ３ 种观点，

我取第一个。 刚刚好，太难控制了。 只要平衡好，都能

做好皮，每个人的做法不同，习惯而已。 前期过一点，
只要后期觉得能调整回来就好，不管是生皮还是蓝湿

革只要能在自己调整回来的程度内都是合理的。
观点 ８：浸水到位当然是有标准的，只是部分指标

需要靠个人的经验去判断，有些过程是可逆的，有些过

程是不可逆的。 浸水不够，浸灰前还可以继续处理；浸
水过了靠浸灰来弥补恐怕未必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浸灰如果不够，到下一道工序就不能弥补了。

问题 ３：在浸灰、脱灰或者软化中加过加脂剂的，
请谈谈看法。

观点 １：乳化性强的加脂剂可以加，脱脂出来的

脂肪需要进一步被乳化。 这时候加加脂剂应该就是

用的脱脂效果。
观点 ２：脱灰软化时加油，也是比较奇异的想法。

前期是以脱脂为主，即使加一点加脂剂，也会被脱脂

剂乳化洗涤掉了。 肯定是不含生油的加脂剂，完全改

性的就是脱脂剂，估计是乳化油。
观点 ３：软化脱脂后加适合的加脂剂，然后进行

不浸酸无铬鞣制。 这样加脂是可以的。 非离子加脂

剂和阴离子加脂剂都可以的。

实践 １：以前生产山羊手套革在浸灰脱灰时都加

过加脂剂，因为当时灰皮出来时沿着脊背线对折，加
了点蓖麻油就解决了，浸灰后期加的。 做出来的蓝湿

鞣软、均匀，不叠脊。
实践 ２：对于绵羊皮曾经在脱灰时加过亚硫酸化

羊毛脂防止磨面和裸皮绞缠。 出来的蓝湿革粒面平细

度好，颜色纯正，手感丰满度好些，磨面情况基本没有，
是上海老师傅当年的做法。 软化加油做法在南通一个

厂用过，酸皮洁白、绵滑，当时的产品是出口日本的。

问题 ４：蒙古羔羊蓝湿革，里松面不松（见图 １），
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占 １５％。

观点：蒙古羔羊皮一般做鞋面革较多，蓝湿革处理

得不是很重，不怎么显松里的。 做柔软丰满的革，前期

处理得重时，就会出现里外不一致，从而导致蓝湿革松

里不松面。 如果是这种情况最好是削酸皮，缓和铬鞣

就好。 削酸皮时主要是削肉膜，铬鞣前加 ０ ５％阳离子

图 １

油，铬鞣时铬粉与甲酸钠比例为 ４ ∶ １，后边分次提碱，
ｐＨ 值达到 ３ ８～３ ９，然后升温到 ３５ ℃就好了。 具体看

做什么产品的蓝湿革，选择合适的工艺就好。

问题 ５：遇到过浸灰不膨胀的情况吗？ 这是什

么原因？ 如何解决？ 在蓝湿革处理时有什么好

方法？
观点 １：可能有很多因素：（１）浸水不够；（２）盐分

过多；（３）ｐＨ 不够；（４）纤维已充分松散；（５）起抑制

作用的浸灰助剂使用太多；（６）补水不足；（７）碱渗透

不到位；（８）当地水质有问题。
观点 ２：关于不膨胀或者膨胀不够，个人认为主

要是 ３ 个方面的因素造成。 其一，浸水结束水洗不

够，皮板含盐量高，皮身充水度不够。 其二是浸灰开

始加的浸灰助剂类材料用量大，抑制了膨胀的发生。
其三是硫氢化钠和硫化钠用量太大，造成纤维过分松

散，皮身塌陷没有膨胀的空间，这个跟复鞣时革坯处

理得太空松而显得扁薄是一个道理。 至于说浸水不

够，我觉得有些牵强，浸水不够只是后期膨胀缓慢，表
面膨胀大，纹路重，膨胀不均匀而已。

绝大多数情况下，判断膨胀都是以增厚作为主要

指标的，其实横向的皮板面积变大、纹路舒展也是膨

胀的表象。
观点 ３：原皮到蓝湿革应追求蓝湿革中性，以适

合开发比较多的品种。 现在很多工厂各工段各自为

政，都做得比较保守，有些不是灰皮不膨胀，而是不让

灰皮膨胀，做出来的蓝湿革看上去可以，但染色很难

包容几个品种。
观点 ４：灰皮不膨胀，纤维分散不好，造成后续铬

结合不好，复鞣材料与加脂就会结合不好。
（下转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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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５：灰皮不膨胀，后期蓝湿革即使长时间的

软化都不能达到所需要的丰满度。 这应该是皮胶原

纤维没有释放出来官能团，限制了新的活性基团形成

更立体的结合，因而革的丰满度受影响。
观点 ６：以前科莱恩公司有个助剂叫 Ｆｅｌｉｄｅｒｍ

ＣＳ，据说可以增加活性基，增强铬粉以及其他金属鞣

剂的吸收与结合。 这是一个含羧基的醛类，和铬粉有

一定的结合性，增加胶原纤维的交联度，１％Ｆｅｌｉｄｅｒｍ
ＣＳ 能增加大约 １％铬的结合，对改善浸灰不膨胀的裸

皮的鞣制有帮助。
观点 ７：浸灰不膨胀的裸皮鞣制蓝湿革时要想办

法把铬的结合量大幅提升上去，这样铬鞣的丰满度最

好，且有了铬以后才会强化复鞣剂的吸收与结合。 浸

灰膨胀一方面是松散纤维，另一方面是释放出大量的

活性基团，经过浸酸后活性基团与铬粉结合，所以需

要增加活性基团的助剂。
观点 ８：只有打开革的纤维才有吸收化工材料

的空间，酶软化、两次中和，甚至于湿绷蓝湿革等，
方法很多，当然，选择与工艺相匹配的材料也是很

重要的。
对于太紧实的蓝湿革，为了后续材料能够渗透

进去，并且有位置能够结合，分散纤维是必须的。
蓝湿革处理均匀，鞣剂分布合理，当然是理想的状

态，但是相对松和紧两个方向，当然还是蓝湿革紧

实更好。 偏紧实的蓝湿革，想办法可以处理松散

纤维；偏松的蓝湿革，再填充到紧实的状态是比较

困难的。
观点 ９：工艺处理和选择适合的产品相结合最好

了，不建议强制处理，特别是蓝湿革退鞣、复灰。 没有

膨胀好、偏紧实的蓝湿革可以采取酶软化以及复鞣前

后的两次中和进行处理。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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