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革实用技术问答———准备工段（Ⅰ）
本栏目由山东黎宁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特约支持

问题 １：有人认为牛皮主浸水结束后，横切面应

该如图 １（ｂ）所示，向里面凹进去，假如与图 １（ａ）一

样凸出来，则代表浸水不好。 请问这样的说法有道理

吗？ 如何控制浸水程度？

图 １

观点 １：切口如图 １（ｂ）所示凹进去表示浸水不

足，如图 １（ａ）所示凸出来表示浸水过度，浸水刚好的

话切口应该是平整的。 另外还要看切口部位在哪儿，
浸水合适，头颈部切口是平的，臀部切口一般会凸出

些。 还与做什么品种的成革有关，品种不同控制要求

不同，或平或略微凸一点，但凹进去是不行的。 不同

皮、不同部位也不一样，但凹进去后续工艺就不好平

衡了。 还有，浸水后切口刚割开是平的，放一段时间

凸一点为最佳状态。
观点 ２：检查浸水情况可以看切口，一般也就是

看看颜色是否为乳白且无黄心。 有的人可能会挤一

下，看是否有水珠渗出；另外靠手摸，身骨柔和、无硬

心，边腹部位不过度充水。 数据检测要看波美度、温
度和 ｐＨ 是否在正常范围。 现在有些工艺后期需要滤

毛，所以主浸水里面可能会加石灰和硫化物，检查的

手段与浸水程度的把控就更加重要了。
观点 ３：现在浸水只要控制好温度和杀菌防霉，

一般不会浸水过度。 把浸好水的皮抛出去自然展开，
皮微微弹动（即 Ｑ 弹）是最佳状态，有人就是这样判

定的。 现在有些浸水酶可以使浸水既均匀又安全，用
这种酶浸水的皮铺在地上晃动臀部，整张皮会抖动。

问题 ２：达威公司的 ＡＬ 酶用量在 １ ０％～１ ５％能

达到普通酶 ２％的效果吗？ （本来计划用 ２％普通酶

软化过夜的，工厂的师傅说达威公司的 ＡＬ 酶效果很

强不能长期软化，我是做沙发革的，新西兰的蓝湿革

有点压褶（见图 ２）。 我一般温度控制在 ４２ ℃，基本

回软，不敢升温到 ４５ ℃）。

图 ２

观点 １：对比一下活力就知道了。
观点 ２：现在没有人标注活力了。 蓝湿革很难处

理坏的，用 １ ５％～２ ０％ＡＬ 酶处理鞣制好的蓝湿革过

夜没问题。
问题补充：无极蓝湿革熟透的少。 工厂师傅怕软

化过了，本身又是新西兰皮，皮质松软，上次用 ２％酸

性酶处理鞋面革一整天都没什么效果。
观点 ３：ＡＬ 软化过夜对开纹有明显效果，特别是

对整张皮的均匀度有很大帮助，无极蓝湿革用凉水回

软很慢。 关于蓝湿革死褶，很多工厂采用 ５０ ℃水浸

泡转动开褶，进口蓝湿革较为多见。 另外，比较常见

的是将蓝湿革适当回湿放入摔软鼓中进行摔软，也可

以解决。 上述两种情形针对的是折痕不很重的蓝湿

革。 如果死褶较为严重，一些工厂尝试用 ５０ ℃ 水、
１％草酸退鞣处理，再搭配 ２％酸性酶软化蓝湿革，后
续染色后的皮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观点 ４：如果死褶太厉害，一定要用草酸退鞣，我
上次是用了 １％甲酸、１％脱脂剂、２％脂肪醛回软 ３ ｈ，
效果不好。 补加 １％草酸、２％达威的 ＡＬ 酶、５％的盐，
软化 ８ ｈ 才比较好地打开死褶。

观点 ５：我做鞋面革加 １ ５％达威的 ＡＬ 酶 ５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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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３ ｈ，再加 １ ５％的草酸转 ２ ｈ 再过夜都没问题。
观点 ６：甲酸、脱脂剂、脂肪醛都可以用来回水，

但是对开纹效果差一点，加酶效果最好。 ＡＬ 酶很安

全，退鞣轻，中温，不用害怕，没太大作用。 鞣制不好

耐温不够的皮除外，但中低温不怕。

问题 ３：目前的膨胀剂可以完全代替灰碱吗？
观点 １：各个公司的浸灰膨胀剂成分不同，有的

是有机碱和强碱复合；有的是硅酸盐和强碱加缓冲剂

复合；有的是有机胺、酶、有机硫、无机强碱复合等。
有人测过某种膨胀剂的成分基本为强碱，作用效果不

一样，需要不断结合自己的工艺来试验，找到一个比

较合适的用量。 加膨胀剂做出来的蓝湿革和不用膨

胀剂只用石灰做的不太一样，需要调整染色工艺，达
到适合自己工厂的风格要求。 使用膨胀剂成本会高

些，但是控制好了，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好的。
观点 ２：根据风格确定用哪些材料。 现在很多化

料公司都有稳定的可以替代石灰的碱膨胀剂，不建议

全部代替，毕竟石灰的作用相对要缓和一些，而且碱

浴液也相对稳定，１ ５％石灰配上相应的膨胀剂即可。
观点 ３：石灰少、膨胀助剂多，做出来的蓝湿革太

紧实，缺少肉感，成品干瘪。 这种蓝湿革即使加酶软

化也是仅仅变软，丰满度比石灰量正常做出的差

不少。
观点 ４：灰碱用量少的环保工艺，一般都需要靠

助剂来维持工艺平衡，前期主要是使用浸水酶、浸灰

酶、膨胀剂等，后期则通过少盐浸酸、分步浸酸加铬粉

等手段来保证蓝湿革的均匀度。 一般环保工艺出来

的蓝湿革，因为皮坯膨胀稍欠，蓝湿革会偏紧、偏扁，
后期复鞣处理需要加强中和处理的程度，加强材料的

分散渗透，以保证丰满度和 Ｑ 感。
观点 ５：一般加膨胀剂除了身骨偏紧外，腹部会

比石灰做出来的空松，前期可以用酶辅助来改善，蓝
湿革则需要用大分子的材料来加强腹部填充。 膨胀

剂完全代替石灰是不可取的，两者要配伍合理才能达

到最佳效果。
观点 ６：现在基本上都是膨胀剂与石灰搭配使

用，怎样迖到最佳效果各厂都不相同，主要看各厂需

求。 石灰一点不用有点难度，膨胀剂膨胀效果是不错

的，分散纤维的特性肯定没有石灰强。 但是石灰除了

分散纤维外还有增强摩擦力的效果，这是膨胀剂做不

到的，完全用膨胀剂做的灰皮太滑，剖皮工根本抓

不住。
观点 ７：如果浸灰时灰碱加入量较大，蓝湿革边

腹部容易空松或裆大（后肷窝空松），背面绒长。 如

果配合膨胀剂可减轻类似状况，配合酶制剂效果更

好，只是前期的酶制剂（浸水酶、浸灰酶）基本上都是

低温酶，夏季应用应该谨慎，冬季可以适当用点。

问题 ４：美国花奶牛皮做沙发革，在皮溜毛严重

的情况下，浸水、浸灰以及后续工序如何处理？
观点 １：溜毛严重说明厚皮内已含有较多细菌及

细菌分泌的酶，所以浸水前要加强水洗，尽量洗净以

减少细菌对皮的继续损害。 多加一点杀菌剂，因为相

当于加了浸水酶，可能会较快地达到浸水效果，所以

可适当减轻浸水，但仍然要达到需要的浸水程度。 浸

灰正常进行，软化要视情况减少酶的用量。
观点 ２：主浸水可以加少量石灰或者硫化钠提高

ｐＨ，加速浸水过程，杀灭细菌，同时会产生一些护毛作

用，帮助毛整根拔掉，毛掉得干净，粒面清爽，对防止烂

面有一些效果。 加石灰就是为了提高 ｐＨ，ｐＨ 值到 ８ ５
以上细菌就会被抑制，达到 ９ ５ 以上，很多细菌被杀

死。 石灰虽便宜，但加多了如 ｐＨ 值达到 １０ 以上会产

生护毛作用，加石灰的时候配一点硫化钠就好了。
补问：那如果石灰加得多会不会出现浸灰毛掉不

下来？ 还有就是纯碱加得多皮身会扁薄是咋回事？
会不会跟水的硬度有关呢？ 皮的丰满度怎么调都调

不出来，对于奶牛皮怎么能把均匀度做出来？ 每次都

感觉部位差比较大。
观点 ３：应该没有必然联系。 可以试试达威的浸

水酶，也可以在处理蓝湿革时多用些酸性酶。 浸灰酶

在浸灰前面加对增加柔软度较好，如果主要目的是打

开皱纹和除去皮垢，建议浸灰之后加。
观点 ４：溜毛的皮在浸水时加一点石灰可以保护

粒面，但不主张浸水时间缩短，浸水要足够， 可以适

当减少浸灰时间，浸灰时减少硫化碱用量，增加石灰

用量，后面酶软化轻一些，仅仅是个人体会。
观点 ５：主浸水加少量石灰可以促进浸水，但是

对于油脂含量比较大的原皮主浸水加石灰可能要小

心一点，对后期染彩色皮有影响。
观点 ６：无论石灰、纯碱还是硫化碱都影响溶液

的波美度，所以加的量多会影响丰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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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７：丰满度不够可能是灰膨胀不够，因为只

有钙离子才能真正打开胶原纤维束，释放更多的活性

点才能结合更多的铬，革也就自然丰满、柔软了。 而

且这样的蓝湿革无论放多长时间都没关系，很容易回

水。 但是石灰用多了蓝湿革会松面，所以万事都要恰

当，千万不要极端。 有个简单的方法是看浸灰工艺是

否恰当，转鼓浸灰加水膨胀前浸灰一定要透心，划槽

浸灰 ６ ｈ 内浸灰一定要透心。
观点 ８：原皮溜毛，大部分是因为细菌感染，但是

细菌感染的皮的毛根更容易脱掉，做白色革的时候一

般选择不太新鲜的原皮来做，就是考虑到毛根去除得

比较干净，做出来的革白度好。
观点 ９：主浸水加盐可以加速浸水，减少溜毛带

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可减轻血筋。
观点 １０ 回应观点 ９：现在废水排放对盐控制得很

严，原皮浸水还可以加盐吗？ 废水中氯离子不达标是

不能排放的。 前段时间我们就是氯离子超标后来浸

水减少了盐的用量，浸酸时盐用量也减少了，增加了

硫酸钠的用量，但是增加了成本。
（内容来源《制革实用技术问答与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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