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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鞣制工艺的新进展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张建新 

（海宁富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嘉兴  314000） 

摘  要：皮革鞣制是制革生产的关键工序，在整个制革生产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鞣制工艺的好坏直接影响制革产品的质量和外观，决定

着制革工业的发展。随着制革工业的发展，皮革鞣制工艺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一些新工艺，如以铬鞣为主的无铬鞣、无铬复鞣法、超

细纤维鞣法、预处理加脂鞣法、复合鞣法、微生物鞣法等。这些工艺的产生和应用对环境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文通过介绍皮革鞣制工艺的

新进展的特点，分析其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皮革鞣制工艺；新进展；环境影响 
 

引言 
鞣制是制革工艺中最重要的一步，它是将动物皮加工成皮革的

重要过程，也是制革行业最早采用的一种技术。在制革生产过程中，

鞣制工序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鞣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

制革成品的质量，所以对鞣制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我国在制革工艺方面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国在鞣制工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在工艺技术和装备方

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本文就目前国内外皮革鞣制工艺在技术上和装

备上所取得的新进展做一概述，并对传统鞣制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皮革鞣制工艺的新进展 
1.1 使用铬和其他重金属盐鞣制 

传统的铬鞣方法是使用金属离子或聚合物进行鞣制。然而，新

技术使得利用一些天然物质如纤维素、氨基酸等代替金属离子进行

鞣制革成为可能。这种替代方法对环境更加友好，不会产生重金属

污染，同时能够减少能耗和生产成本。此外，新的鞣制工艺还可以

通过在革表面形成生物涂层来改善皮革的外观和性能。 

1.2 使用含多功能助剂的鞣制 

采用含活化剂和抗氧化剂等多功能助剂的新鞣制方法，将传统的

单一鞣剂改进型为复合型鞣制。通过研究发现，皮革在进行复合鞣制

时，所需的鞣料用量大大降低，并且减少了污染物质的排放，同时提

高了皮革的品质。例如：利用对羟基苯甲酸酯、柠檬酸三丁酯、磷酸

盐及偶氮化合物等合成了一种新型复鞣添加剂。该复鞣添加剂不仅能

够有效地去除皮革中的有机酸，还能促进胶原纤维之间的交联作用，

从而改善皮革的机械性能，使其具有一定的耐折性。该新型复鞣添加

剂的生产工艺简单，可节省大量资源，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目前，

我国已成功开发出多种含多功能助剂的皮革鞣制工艺。 

1.3 采用生物鞣制技术 

随着人们对皮革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生物技术在鞣制中的应

用也日益受到重视。生物鞣制是指以微生物作为原料进行鞣制，并

且不使用传统的化学药剂。近年来，运用该工艺生产的皮革具有良

好的物理和化学性能。此外，这种方法还可减少废水、废气等污染

物的排放，符合当今社会环保的发展趋势。因此，采用生物鞣制技

术可以使皮革产业向着绿色环保方向发展[1]。 

1.4 新型的鞣制方法 

将新型鞣制技术应用到皮革鞣制中，可有效地解决皮革企业的

实际生产问题。我国在新型鞣制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

用纳米技术进行鞣制、仿生鞣制技术以及生物鞣制等，这些方法均

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其中仿生鞣制技术主要是指利用微生物代谢活

动所产生的酶来替代传统的化学添加剂进行鞣制，这种方法不仅能

够降低污染而且还具有低能耗和环保等优势。此外，还有一种新型

的仿生鞣制方法——仿生浸膏鞣制法，该方法是指把合成浸膏剂、

天然浸膏与水混合后注入皮腔中，使其形成固体颗粒状物质，然后

再经过一系列工序处理制成鞣质，最后再将这种鞣质融入到生皮中，

就能得到较好的鞣化效果。 

1.5 采用具有环境友好的新型材料鞣制 

随着人类对皮革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传统的皮革鞣制工艺

也逐渐暴露出了其诸多弊端。为了保证生产效率，在进行鞣制时会

加入大量的工业酸和碱，而这两种物质都会严重污染环境。此外，

采用传统鞣制工艺加工的皮革制品容易出现变形、起皱等情况，影

响使用寿命。为此，科研人员开始致力于研发新型环保鞣制工艺，

其中利用可降解材料进行鞣制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新技术。 

二、皮革鞣制工艺的特点 
2.1 技术与产品具有先进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皮革企业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生

产线自动化改造。通过智能生产系统，对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的

质量进行严格把控。产品实现了个性化定制与规模化生产相结合，

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2]。 

对于皮革鞣制工艺而言，它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

的，所以从其本质上来说就具有先进性。我国目前的皮革鞣制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种是由中国皮革研究院研制出来的新型鞣制

技术，另一个则是由国家轻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所研发出来的新工艺。这两种鞣制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应用于生

产实践中能够取得较好效果。另外，还有一些科研人员正在不断探

索新的鞣制方法，以进一步提高皮革鞣制工艺的水平。 

2.2 降低了生产成本 

与传统的皮革鞣制工艺相比，使用化学鞣制技术可以实现对皮

革内部纤维结构的完全破坏。这样就使得皮革在受到外界条件的影

响时，不容易出现变形和褶皱等问题。在进行化学鞣制过程中，由

于对皮革的破坏程度比较大，所以其本身所需要的时间也会大大缩

短，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皮革制品的生产效率，而且还能有效降低皮

革的生产成本。另外，对于化学鞣制技术来说，其应用范围十分广

泛，无论是皮件还是其他材料，都可以通过化学鞣制技术来对其进

行加工，这也进一步降低了皮革加工企业的经济压力。 

2.3 提高了产品质量 

我国皮革工业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品种丰富、

门类齐全、技术先进的产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不断引进国

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使我国的皮革鞣制工艺

取得了长足进步，产品品质有了大幅提高。目前，我国已能生产世

界上最高档的皮装材料，包括裘皮、马臀皮等，部分产品填补了国

内空白，为我国皮革行业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2.4 提高了皮革的性能 

传统鞣制技术的发展是以化学合成材料为主，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物鞣制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使得皮革的柔软性、

透气性和舒适性大大提高。新出现的生物鞣制工艺不仅不会破坏环

境，而且可以节约能源。例如，采用酶鞣制的皮革产品不仅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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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物降解性，同时还能有效地抑制有害细菌的生长，对于保护

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生物鞣制技术所生产的皮革产品质

地更加柔软，外观效果也更为美观。因此，生物鞣制技术为皮革鞣

制工艺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3]。 

三、皮革鞣制工艺对环境的影响 
3.1 废液 

皮革鞣制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液，主要有铬鞣废水、酸性铬鞣

废水和硫酸盐鞣制废水。这些废液具有一定的毒性，会对土壤和地

下水造成污染。例如，在进行铬鞣时，需要用到高浓度的铬酸溶液，

而铬酸废水会导致水体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重金属离子，影响水生生

物的生存环境。此外，鞣剂中还含有硫酸根离子，如果不经过处理

直接排放，将会导致水体酸化，破坏生态系统平衡。因此，铬鞣废

液必须经过处理才能排放，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3.2 固体废物 

鞣制过程中，在加入各种助剂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

弃物。这些废物主要包括：浸出液、中和废液、铬鞣废水、碱鞣剂

污泥等。其中铬、碱、氰化物和硫是重金属污染物；磷、铜、铁等

元素则是常见的金属污染物。这些物质会对土壤、地下水及水体造

成污染，严重影响生态平衡。另外，废酸中含有大量的盐类，其排

放会导致酸雨的形成，危害动植物的生存。对于此类固体废物，需

要进行集中处理或填埋，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4]。 

3.3 皮革和鞣剂的资源利用率 

天然皮革的主要原料是牛皮、猪皮和马皮，这些动物皮毛中含

有大量的蛋白质，对资源的利用率极低。在皮革鞣制过程中，需要

使用鞣剂，而传统的鞣制工艺需要加入大量的硫酸、焦亚硫酸钠等

有害物质，这些物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还会导致资源的

浪费，因此，如何减少这些有害物质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成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传统的鞣制工艺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这些废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到环境中，会对水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环保鞣制工艺

被开发出来，这些工艺不需要添加有害物质，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能够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 

3.4 污染排放 

在鞣制过程中，使用的化学试剂、添加剂以及废液的处理等都会

对环境造成污染。其中铬和砷是最常见的两种污染物。铬鞣工艺中排

放的含铬废水主要有盐酸洗涤、铬鞣剂清洗、铬鞣工序洗涤、铬鞣剂

烘干、铬鞣工序冷却这几个环节产生。这些废水需要经过净化处理后

才可排放到水体或土地中去。砷鞣工艺中排放的含砷废水主要有酸洗、

碱洗、烧碱中和、加盐助鞣、漂白、脱油等工序产生的。 

3.5 环境监测 

皮革鞣制过程中，污水的产生量往往是巨大的，因此皮革厂必

须设置环境监测站点。同时对废水和废气进行处理。对于废水处理，

由于其成分复杂，因此在处理时应将各种成分分开进行处理，避免

造成二次污染。为了防止废液流失，可以使用沉淀法和气浮法进行

处理。但是对于含有重金属离子的废水，则不能采用这两种方法，

而是要用中和的方式来消除它。 

四、皮革鞣制工艺对环境问题的解决策略 
4.1 提高产品的质量 

皮革制品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就需要我们的技术人员加强研究，努力提

高皮革鞣制的效率和产品的性能。通过采用先进的鞣制工艺和设备

来改善环境、节约资源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还可以对其进行优化

升级，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因此，相关技术人员应该不断地学习新

知识、掌握新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实践当中，这样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 

4.2 加强对皮革鞣制过程中废水排放的控制 

目前，我国皮革行业中，主要的鞣制方法是铬鞣，这种工艺需

要消耗大量的铬元素，从而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在

对其进行控制时，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禁止使用含铬较高的皮

料，以降低废水中铬元素含量。同时，还可以将皮革废弃物作为新

能源加以利用，例如：回收利用废液和废渣，制作成有机肥料、燃

料等。此外，还可将这些皮革废弃物转化为建筑材料或工业原料，

不仅有利于缓解资源紧缺问题，而且也能避免污染环境[5]。 

4.3 加强对污水处理设备的更新与改造 

当前，我国大多数的皮革企业仍然在使用传统工艺进行皮革鞣

制处理，而其中产生污水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节约成本。但这并不代

表我们可以放弃对污水处理技术的更新和改造。因为传统工艺所产

生的污水量大，水质复杂，如果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花费大

量资金投入到污水处理设备的建设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环境

污染，降低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新技术、新设备的研

究和开发，不断创新污水处理技术，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减少对水

资源的浪费。除此之外，还可以引进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使其能

够与现有设备相匹配，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污水处理体系，为皮革

鞣制工艺提供更好的服务。 

4.4 完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加强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制定并实施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标

准的环保管理制度。在对皮革鞣制行业进行具体研究时可以发现，

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在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

做法不尽相同。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健全相关的环保管

理体系，例如：企业应当根据生产规模、原料构成、排放要求等方

面设计合理可行的污染物控制方案；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对

排污情况进行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设置专门机构或人

员负责企业的环保工作，保证各项环保措施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4.5 加强环保意识 

皮革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对皮革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加强企业员工环保意识，提高他

们对环保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生产过程中，应加大环境保护方面

的宣传力度，使每个人都能了解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主动参

与到环保工作当中去，并付诸实际行动，将其贯彻落实到位，有效

减少皮革鞣制生产对环境的污染。 

结语 
皮革鞣制过程中对水、大气、土壤、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是一个

相对复杂的过程，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鞣制工艺中所用的

主要化学品，如鞣剂、保湿剂、着色剂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都

是重要的污染物，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还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

害。皮革鞣制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固体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污染，并且

由于其难降解性，大量使用时会在环境中蓄积。因此，必须加强皮

革鞣制过程中产生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研究，以及在生产过程中

对废弃物的控制和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皮革鞣制工艺必将

得到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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