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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毛皮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环发[2006]38号 2006-02-21实施) 

 
 

1.总则  

1.1 目的  

  为防治制革、毛皮工业污染物对环境的污染,引导制革、毛皮工业污

染防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逐步实现清洁生产,促进制革、毛皮工业规模

化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制订本

技术政策。  

1.2 范围  

  本技术政策的内容适用于制革、毛皮企业生产全过程的污染防治、

环境监督与管理。  

1.3 控制目标  

  鼓励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使用无污染、少污染原料，采用节水工艺，

逐步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彻底取缔 3万标张皮（折牛皮，细

毛皮企业规模应酌情考虑，按自然张计算，以下同）以下的小型制革企

业，推行集中制革、污染集中治理；建设和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引导开

展固体废物的资源综合利用，力争使制革、毛皮工业环境污染问题得到

较好解决。  

  新（改、扩）建制革企业应采用二级生化法处理其工艺废水，采用

成熟的清洁生产工艺进行制革生产；至 2010年底之前,现有制革、毛皮

废水应经过二级生化法处理，采用成熟的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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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更为严格的制革、毛皮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至 2015年底之前，力争在全行业中基本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

满足清洁生产的基本要求。  

2.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  

2.1 低盐保存、循环用盐  

  逐步淘汰撒盐保藏鲜皮的原皮保藏工艺，采用转鼓浸渍盐腌法，或

池子浸渍盐腌法等；提倡循环使用盐。严格控制使用卤代有机类防腐剂，

禁止使用含砷、汞、林单、五氯苯酚，推广使用无毒和可生物降解的防

腐剂。  

2.2 冷冻贮藏、直接加工  

  提倡原皮冷冻保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制革厂建在大型屠宰场附

近，直接加工鲜皮。  

2.3 低硫脱毛、保毛脱毛  

  根据不同的生产品种,逐步采用低硫、无硫酶脱毛及低 COD排放的脱

毛方法,提倡小液比脱毛和脱毛浸灰废液的循环使用。  

2.4 高效浸灰、低氨氮脱灰  

  利用化学及生物助剂，提高浸灰效果，循环利用浸灰液，直至取代

石灰的加工工艺；逐步采用无铵盐脱灰技术。  

2.5 无盐浸酸、高 PH鞣制  

  在鞣制过程中，逐步采用无盐浸酸（即非膨胀酸浸酸）法和不浸酸

铬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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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低铬高吸收、无铬鞣制  

  推广白湿皮工艺，采用无污染的化工材料预鞣、剖白湿皮；提倡低

铬高吸收铬鞣和无铬鞣剂替代铬鞣，在复鞣过程中不用或少用含铬复鞣

剂。  

2.7 高效加脂、减少排放  

  严格禁止使用在国际上禁用的含致癌芳香胺基团的染料，使用新型

复鞣、加脂材料，提高皮革对加脂剂的吸收；慎用能促进三价铬氧化为

六价铬的富含双键的加脂剂。  

2.8 环保涂饰、绿色产品  

  减少甲醛及其他有害挥发物质的使用。提倡使用新型水溶型或水乳

型涂饰材料，逐步替代溶剂型涂饰材料。  

2.9 优化助剂、利于降解  

  用非卤化物表面活性剂代替卤化物表面活性剂，用易生物降解的助

剂代替不易降解的助剂。  

3.节水措施  

3.1 精确用水、杜绝浪费  

  加强对企业用水量的监控，不但在企业总入水口安装流量计，而且

要在用水量大的设备入口安装流量计，做到按工艺精确用水；杜绝大开、

大冲、大洗，用水不计量，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粗放式的用水操作行为。  

3.2 工艺节水、源头削减  

  在湿加工工段要求尽量采用小液比工艺，尽可能的改流水洗为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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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水洗，在保证加工需要的前提下删繁就简、合并相关工序的用水操

作，降低吨皮用水量。  

3.3 循环用水、提高水效  

  加强浸灰、铬鞣工序的废液循环利用，尽量用经二级生化处理的水

替代新鲜水，用于生产、厂区环境保洁及其他对用水水质要求不高的生

产环节，提高水重复利用率。  

4.集中制革、污染集中治理  

  4.1严格防止已依法取缔的年产 3万标张皮以下的制革企业恢复生

产。  

  4.2现有年产 3—10万标张皮的制革企业，应集中制革，污染集中

治理。现有的已采取集中制革的企业，总规模不宜低于 10万标张，建设

统一的集中式能达标的污水处理设施。  

  4.3新（改、扩）建独立制革企业，年产量应在 10万（含 10 万，

以下同）标张皮以上。鼓励年产量在 10万标张皮以上的制革企业集中制

革，污染集中治理。  

  4.4制革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需加强管理、统筹安排，必要时制

定规划，并进行规划环评。  

5.废水治理工艺  

5.1 废水分类处理  

  5.1.1提倡制革废水分类处理。对各工序产生的含较高浓度有害成

份的废水可先进行预处理；可进行预处理的废水包括含硫化物的废水、

脱脂废水和含铬废水，其中含铬废水必须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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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对含硫化物的脱毛废液可采取酸化法回收硫化氢或催化氧化

法氧化硫化物。  

  5.1.3对脂肪含量较高的脱脂废水可采用酸化法回收废油脂或采用

气浮法使油水分离去除脂肪。  

  5.1.4对鞣制车间含铬量高的废水，可采用合适的碱性材料和工艺

使铬生成氢氧化铬沉淀，经压滤分离回收后按危险废物处理，避免铬进

入综合废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中。  

5.2 综合废水处理  

  含铬废水在进行综合废水处理之前必须先进行预处理除铬，产生的

铬泥属危险废物不得与其他废水处理污泥混合处理。  

  对综合废水的处理，宜先调节 PH后，加絮凝剂沉降或气浮除去悬浮

物和过滤性残渣，再经过耗氧、厌氧生化方法处理。  

6.制革固体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技术  

  6.1采用保毛脱毛法，实现毛的回收利用；对没有回收价值的毛，

可进一步水解提取其中的角蛋白，用于制作皮革化工材料、化妆品中的

保湿成份、毛发营养剂或肥料。  

  6.2鞣制前的皮边角废料可用于制作明胶和其他产品，如水解后回

收胶原蛋白制作化妆品和利用其分子链上的氨基和羧基合成表面活性剂

等。  

  6.3兰湿皮边角料可用于制造再生革和脱铬后提取其中的蛋白质，

以作为工业蛋白的原料；未脱铬的可制作皮革化学品回用于皮革工业；

未利用的按危险废物处置。  

  6.4从鞣制过程产生含铬废水中回收的氢氧化铬渣（铬泥）,可经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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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调节后,可制成铬鞣剂,回用于鞣制过程。若没有利用的须按危险废物

处置。  

  6.5综合废水处理产生的含铬污泥，经鉴别为危险废物的需按危险

废物处置，经鉴别为一般固体废物的按一般固体废物处置。  

7.恶臭防治  

  新（改、扩）建企业应远离居民区等，设置必要的防护距离；达不

到防护距离要求的生产车间应封闭和通风，并对车间废气进行净化处理

达标后排放。  

  造成周围大气环境污染的现有制革企业，应予搬迁或采取上述治理

措施。  

8.鼓励研究、开发的技术  

  8.1鼓励开发、研制制革的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特别是与提高产品

质量有关的相互配套的系统化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实现高效率的制革

清洁生产。  

  8.2鼓励开发、研制在原皮保藏中的浮冰保鲜、辐射保鲜、真空保

鲜技术；在脱毛工序中使用硫化钠的替代产品；在脱脂及其他湿加工工

序中使用超临界液体技术和其他物理处理技术，如超声波技术；在鞣制

工序中使用高 pH 铬鞣，或无毒的无机、有机鞣剂；在涂饰工序中使用粉

末涂饰，淘汰有机溶剂的涂饰技术；在废水处理、废水循环利用、废弃

物回收等过程中使用膜技术；在准备工序及废弃物处理过程中使用生物

技术等。  

  8.3鼓励开发、研制低污染、易生物降解的多品种、多功能和系列

化表面活性剂、鞣剂、复鞣剂、脱脂剂、加脂剂、涂饰剂等皮革化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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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8.4鼓励开发、研制制革生产中的节水技术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

术，尤其是制革边角料的再利用技术和制革废水处理产生污泥的综合利

用技术。  

  8.5鼓励开发、研制投资小、能耗低、运行费用少、处理效率高的

适合中国制革企业实际情况，能满足排放标准的制革废水、污泥处理技

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