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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皮革行业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产业。
它的起源史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从爬行到直立的衍变历史之中。
最早的皮革应该是仅指带毛之革——制裘（毛革，裘皮），随后产生了不带毛的革，也就是今天所指
的脱毛的革——制革。
随着1893年一浴铬鞣法制革技术的诞生，现代制革工业兴起，特别是近几十年皮革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中国的皮革业同世界皮革业一样已从皮革的主体行业——制革、制鞋、皮服装、制裘及皮具等逐步
发展到皮革的配套行业——皮革化工、皮革机械、质量监控、皮革五金和鞋用材料等，形成了一个十
分完整的皮革工业体系。
从行业协会、商贸、媒体报道交流到科学研究及高等教育等，构建了一个保证中国皮革业协调、健康
发展的网络体系。
中国皮革的主体行业及网络体系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在我国轻工业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我国皮革业在产业资源、劳动密集型及形成农业产业链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一是皮革资源量世界第一，其中猪皮、羊皮原料资源量居世界第一，牛皮居世界第三。
二是皮革、毛皮制品产量世界第一。
据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的信息，每年轻革产量近5亿平方米，占世界总量的20％以上；鞋类产量近60
亿双，占世界鞋类总量的50％以上；皮衣和皮具综合产量居世界之首。
三是增加劳动就业，对社会贡献大，据统计全国皮革行业从业人员超过500万人。
四是出口连续数年居轻工行业第一，占全国商品出口额的5.3 ％；占轻工全行业出口额的20.5 ％，皮革
行业已成为轻工业中的支柱产业。
　　但是，我国高校皮革高等教育相对于其他轻工行业（如染整、制浆造纸、日化工程等）的高等教
育，在人才培养的数量上来说是处于相对弱势，与皮革工业在我国轻工行业中的地位相比是不匹配的
。
我国从1954年开始招收四年制皮革本科生（1958一1965年为五年制，1972一1976年为三年制），1978年
正式招收皮革化学与工程硕士生，1989年正式招收皮革化学与工程博士生，1994年建立“轻工技术与
工程”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获“轻工技术与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学位授予权。
　　虽然我国皮革高等教育及学科发展与其他热门专业和学科有着几乎相同的优势和基础，但客观而
言，由于皮革高校及其研究所相对于其他专业和学科数量较少，学生人数少，学科成果覆盖面窄，支
持其发展的背景产业一一皮革行业职工文化层次普遍较低，主宰行业的老板、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来自
企业、工厂的生产第一线，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及高等教育，对皮革高等教育和科研状况熟悉、了解程
度，科研、高等教育与产品、利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清楚；对人才、科技在企业中的作用
重视不够，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皮革工业、高等教育及其学科的发展。
　　轻化工作为一个技术密集的高科技工业领域，具有产品品种多、更新快、附加值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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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配合化工学院新增专业“轻化工程”的专业课程教学所编写的。
通过本书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制革的基本理论和现代制革技术，并对制革化学与工艺也会有一个较全
面的认识。
同时，结合本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希望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提高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轻化工的各种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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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4.2.3 酶脱毛的原理酶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催化剂，通过国内外制革工作者的大量试验及研究结果
表明：用蛋白水解酶来脱毛是有效的。
但是由于酶脱毛系统的复杂性，酶脱毛的机理尚未彻底阐明，还在进一步研究探讨之中。
　　第一章曾述及毛及毛囊的构造情况，毛从皮内长出，表皮沿毛根凹人真皮，形成鞘囊，将毛根紧
紧包围住，同时，毛球与毛乳头紧密相连，使毛能牢牢扎在皮中。
在制革生产过程中，如若将上述的联系破坏，则毛根松动，毛便可以脱除掉。
经研究认为，毛和表皮与真皮的连接处即为酶所作用的部分，而且，脱毛用的酶制剂中，主要是含有
内肽酶（及外肽酶）的蛋白酶具有脱毛作用。
在酶脱毛前的脱脂、碱膨胀等预处理情况下，酶制剂可以从肉面层和粒面层两面进入皮内。
　　组织学研究表明，表皮的生发层及毛囊周围，都有类黏蛋白存在，细胞组织即是靠类黏蛋白黏合
在一起的。
酶作用的主要对象便是这些类黏蛋白质。
当酶催化水解了类黏蛋白，细胞组织便瓦解，从而削弱了表皮、毛与真皮的联系，在机械作用下，使
毛及表皮脱掉。
酶催化水解类黏蛋白的作用点是类黏蛋白质中的肽键，肽键破坏得越多，酶制剂的脱毛活力越大。
通过显微观察分析得知：在脱毛过程中，最初是表皮生发层的类黏蛋白水解，继而细胞组织被破坏，
最后表皮角质层也遭到破坏。
　　综上所述，酶脱毛的原理可简单归纳如下：在脱毛过程中，蛋白酶催化水解了毛、表皮与真皮连
接处以类黏蛋白为主的蛋白质，使毛、表皮与真皮的联系削弱，毛根松动，在机械作用下，使毛及表
皮脱掉。
　　3.4.2.4 影响酶脱毛的因素　　1.温度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酶脱毛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的升高，酶的催化反应速度加快，脱毛速度也加快。
但是，酶是蛋白质，不耐湿热。
温度升高，蛋白质变性速度加快，导致酶催化反应速度降低，当温度超过其耐湿热稳定性的极限时，
就会失活。
另一方面，脱毛时，酶催化反应的底物－－生皮也是一种蛋白质，过高的温度不仅会造成酶的变性失
活，也会造成皮蛋白质变性胶化。
　　对脱毛使用的各种酶来说，都有一个最适作用温度，此时，酶的催化反应速度最大，活性最强。
在实际应用时，要考虑酶的最适作用温度，也要考虑酶的耐湿热稳定性以及生皮的耐湿热稳定性。
通常制革生产用酶脱毛时，大多控制温度在36－42℃，并随季节变化适当掌握。
　　2.pH值的影响　　脱毛浴液的pH值对酶脱毛作用有较大的影响，因为酶的活力写pH值有很大关
系。
前面曾提到：每一种酶都有其作用的最适pH值，在这个pH值下，酶的活力最大。
pH值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酶的活力和稳定性。
但是在脱毛过程中，我们实际控制的脱毛浴液的pH值并不就是酶的最适pH值。
这是由于酶的最适pH值是以酪蛋白为底物测得的，而脱毛时，酶作用的底物是生皮蛋白质，而生皮蛋
白质的构造组成要比酪蛋白复杂得多。
因此，在操作时，选择控制实际脱毛的pH值，只能参考各种酶的最适pH值。
而在实践中，要通过实验选择确定。
例如：166中性蛋白酶的最适pH值为7.2－7.5 ，而用于猪皮面革脱毛时，pH值以控制在7.5－8.0为宜。
　　3.机械作用的影响　　酶脱毛时，配合适当的机械作用可以加速酶分子的均匀渗透，促进脱毛作
用。
但是机械作用过强，易引起革面偏松和颈肩、腹肷部位松软等现象。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皮革工艺与应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