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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酸是铬鞣黄牛鞋面革鞣前的一道重要工序，旨
在降低脱灰软化后裸皮的 ｐＨ 值，为铬鞣创造有利的

条件。 裸皮 ｐＨ 值的降低，可中止软化过程残存于裸

皮中的胰蛋白酶的继续作用。 浸酸工艺是否合理，操
作控制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后期成品革的质量，应引

起高度重视。
出于性价比考虑，工业大生产时浸酸工艺现在还

以传统的浸酸方法为主流方式。 传统工艺盐（氯化

钠）用量大，现环保法规对废水排放中氯离子含量有

着严格的限量标准。 环保法规的要求倒逼企业不断

探索并完善少盐或无盐浸酸工艺方法。
浸酸工艺控制如下：

表 １　 黄牛鞋面革浸酸参考工艺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ｉｃｋ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ｔｔｌｅ ｕｐｐｅｒ ｌｅａｔｈｅｒ

工序 材料名称 用量 ／ ％ 温度 ／ ℃ 时间 ／ ｍｉｎ ｐＨ Ｂé 备注

浸酸 水 ７０ １８～２２ 鼓速 ６ ｒ ／ ｍｉｎ

ＮａＣｌ ５

Ｎａ２ＳＯ４ ２

防绞剂 ０ ０３ １５ ７ ０～７ ５

ＨＣＯＯＨ ０ ５（１ ∶ ５） １０×２

Ｈ２ＳＯ４ ０ ９～１ ２（１ ∶ １５） ２０×４＋９０ ２ ８～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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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水量与盐量。 传统的浸酸工艺水量一般控

制在 ８０％～１００％。 氯化钠的用量在 ７％左右，波美度

控制在 ７ ０～ ７ ５ Ｂé，以防止盐浓度不足导致成革的

抗张强度、撕裂强度降低。 浴液中盐的波美度和水量

及盐量密切相关，为尽量降低废水中的氯离子浓度，
浸酸可采用 ７０％的小液比，可用一部分无水硫酸钠代

替氯化钠。 如氯化钠 ５％，无水硫酸钠 ２％，转动 １５
ｍｉｎ，测波美度 ７ ０ ～ ７ ５ Ｂé。 为减小因小液比造成的

皮与皮、皮与鼓壁的摩擦力，可在加盐的同时加入少

量防绞剂。
（２）温度。 浸酸的温度（内温）一般控制在 １８ ～

２２ ℃，最高不超过 ２８ ℃。 超过 ２８ ℃，会加剧酸对胶

原纤维的胶解作用，导致成革的抗张强度、撕裂强度

急剧下降。 在夏季，一些使用河水且没有水制冷设备

又用冰困难的厂家，可在浸酸 ２０～３０ ｍｉｎ 后，先加 ２％
的低碱度铬粉以提高裸皮在酸浴中的抗温性。

（３）ｐＨ 值的控制。 浸酸时降低 ｐＨ 常用的是甲

酸和硫酸。 有机酸甲酸分子小，渗透快，可缩短浸酸

时间，并对铬鞣剂有一定的蒙囿作用。 无机酸硫酸价

廉且脱水作用强，分子大，渗透较慢。 酸的用量取决

于工业用水的硬度和浸酸结束 ｐＨ 值的要求，如井水

的硬度比河水高，酸用量要大些。 一般黄牛鞋面革浸

酸甲酸用量在 ０ ５％ ～ ０ ７％，硫酸用量在 ０ ９％ ～
１ ２％，浸酸结束 ｐＨ 值控制在 ２ ８～３ ０。

甲酸和硫酸在加入转鼓前一定要用水稀释分次

加入。 甲酸 ∶ 水＝ １ ∶ ５，硫酸 ∶ 水＝ １ ∶ １５。 尤其是硫

酸稀释比例要大些，如果硫酸稀释比例小，需提前配

好使之有效降温，以防烫伤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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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浸酸时间的控制。 考虑到铬鞣黄牛鞋面革复鞣

工段工艺较多，为顾及后期不同品种的要求，前期浸酸

工艺一般要求透心。 浸酸时间一般控制在 ２ ５～３ ０ ｈ。
（５）机械作用的控制。 黄牛鞋面革浸酸一般鼓

速控制在 ６ ｒ ／ ｍｉｎ，以转停结合为好。
黄牛鞋面革浸酸终点检查：内温在 ２０～ ２４ ℃，浴

液 ｐＨ 值在 ２ ８～３ ０。 酸皮粒面洁白，发涩不滑，皮身

柔软塑性良好。 使用甲基橙检查臀颈部切口呈全红。
黄牛鞋面革浸酸参考工艺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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