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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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剂和中和单宁有什么区别？

观点 １：中和剂是统称，传统意义上指的是起中

和作用的碱性盐，中和单宁是中和剂的一类，大都以

萘磺酸类合成材料为主复配的，具有弱填充及中和的

作用。 这几年有新型的中和材料出现，比如 ＢＡＳＦ 公

司最近几年推出的多功能环保聚合物中和剂 ＸＮＬ，
ＸＮＬ 在去甲醛和去六价铬方面有不错的效果，还有提

高撕裂强度的作用，同时有柔软但不松面的效果，且不

影响防水性。 富国公司生产的革撕裂强度都很好，因
为用了 ４％的 ＸＮＬ，其对撕裂强度的提升相当于用了

２％的抗撕裂加脂剂。 大部分液态中和剂较纯，都含有

少量稳定剂和漂白剂，用量大时容易引起松面，粉状中

和剂比较常规，多以复配为主，相比液态中和材料做出

来的革紧实，因为粉状材料里会有较多的无机盐。
观点 ２：这样说液体中和剂的含量还要高点，作

用力度大点？ 一直以为液体中和剂的含量低一些。

问题 ２：甲酸钠和醋酸钠的特点是什么？ 哪个效

果好？

观点 １：几种常用中和材料碱性强弱顺序为小苏

打（碳酸氢钠）＞ 乙酸钠（醋酸钠）＞甲酸钠（蚁酸钠），
所以乙酸钠比甲酸钠碱性更强一些，两者 ｐＨ 相差

不大。
观点 ２：两者均可使中和 ｐＨ 值达到 ５ 以下，并使

革的内外层 ｐＨ 接近一致，有利于阴离子复鞣剂、染料

和加脂剂的渗透并均匀分布，无过度中和的危险，其
具有较强的缓冲作用，中和缓慢温和，两者中和深度

差不多，甲酸钠比醋酸钠渗透略快。
观点 ３：甲酸钠和乙酸钠都具有蒙囿作用，其阴

离子与铬配合物具有较强的配位能力，能取代配位体

中的水分子，使革的正电性降低，因此他们不是单纯

靠提高 ｐＨ 来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此类具有蒙囿作用

的材料用量过大会影响阴离子复鞣剂、染料和加脂剂

与革的结合，做深色革时用量不宜太大。

问题 ３：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地方都不

让使用碳酸氢铵了，有些工程师就用碱性更强、ｐＨ 更

高的纯碱来代替碳酸氢铵，请阐述一下纯碱的中和原

理，另外纯碱中和后革面一般染黑不黑、染彩色不艳，
请解释一下原因及解决的方法。

观点 １：使用碳酸氢铵的确会增加废水中的氨

氮，增加废水处理难度。
观点 ２：常用的中和剂有三类，一类是小苏打

（碳酸氢钠）与碳酸氢铵，第二类是甲酸钠和醋酸

钠，第三类是中和合成鞣剂。 第二类具有缓冲和

蒙囿性，中和 ｐＨ 不会太高，第一类价格低廉，碱性

明显高于另外两类，中和能力强，应缓慢加入。 碳

酸氢铵相对小苏打来说碱性略弱一点，作用相对

缓和些，做软革比较好用。 纯碱表面中和作用太

强，一般不用，可以用小苏打代替。 纯碱（碳酸钠）
中和主要是发生了水解反应，碳酸根变成碳酸氢

根和氢氧根，氢氧根中和皮里的酸，另外会取代铬

配合物分子中的阴离子，使铬配聚能力加强，加料

过多过快会引起碱度过高，革 ｐＨ 过高电负性过

强，与阴离子染料结合性变差从而造成染黑不黑、
染彩色不艳的现象，还会使粒面变粗。

观点 ３：近两年市场流行小摔纹革，常规的处理

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用纯碱处理，问题就是染色

不深不艳。 加纯碱的副作用还有高 ｐＨ 下易产生

六价铬。 如果加纯碱中和，铬复鞣前考虑加一些

脂肪醛或者亚硫酸钠，这样保证铬粉表面结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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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４１ 页）
后期加纯碱不出任何问题。 紧实的皮做小摔纹革可

用两次中和，前面回湿后就开始用 ２％纯碱中和。 有

的外购蓝湿革加纯碱处理效果会更好，一般纯碱用量

控制在 ０ ５％ ～ １ ０％。 用纯碱中和，铬复鞣 ｐＨ 就要

低一点，少加一点铬粉，防止表面过鞣。 做小摔纹革

其实对身骨和丰满度的要求跟纳帕革差不多，只是稍

微绵一点，所以，用纯碱打开表面效果比较明显。

·９４·

第 １ 期 张 翼等　 Ｘ 射线散射方法对废液封闭循环利用工艺中皮革胶原结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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