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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在经历了30年皮革工业的迅猛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世界皮革大国，皮革工业成为创汇大户，
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
然而，皮革工业特别是制革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皮
革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皮革工业成为污染大户。
当前，皮革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战”，即制革污染日趋严重、单纯的终端处理难以运行以
及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生态皮革”的"绿色壁垒”。
因此，解决制革工业的环境保护问题，实现高档皮革的生态制造，已经成为制革行业不可回避的重大
课题。
　　有挑战，就有机遇。
我们认为，研究开发生态制革技术、实现皮革生态制造是我国制革工业的根本出路。
可以预见，谁能率先实现皮革的生态制造，谁就拥有未来市场竞争的“先机”。
要实现皮革的生态制造，就要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三大转变”.①变环境的局部改良为包括生态设计在
内的全员环境管理；②变制革废水的终端控制为过程控制；③变资源的有效利用为节约、洁净和有效
利用。
因此，应当提倡运用高新技术，采取研究开发和集成创新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皮革生态制造与提高皮
革质量和档次的高度统一，实现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竞相增长，这就迫切需
要我们尽快地研究和开发出成套的生态制革技术。
　　早在2001年，我国著名皮革化学家、教育家张铭让教授就提出了皮革工业必须实现　　“绿色革
命”的观点，并于次年组织撰写《生态制革原理与技术》一书。
先生还多次召集我们开展讨论，一直十分关心本书的编著工作。
在先生病重期间，他还没有忘记嘱咐我们要把书稿完成好。
十分遗憾的是，恩师因病不幸于2002年9月16日与世长辞，令我们万分悲痛！
为了实现恩师遗愿，我们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编著《生态制革原理与技术》一书的责任。
在多方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我们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经过六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书稿，希
望能够以此告慰张铭让教授的在天之灵，并以此作为对恩师最好的纪念。
　　长期以来，我国皮革科技工作者在制革清洁生产和生态制革方面，孜孜以求，大胆探索，勇于创
新，做了大量的、卓有成就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研究开发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可
以实实在在地为行业所采用的单元制革清洁生产技术、成套制革清洁生产技术，大大推动了我国制革
清洁生产，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制革污染，成绩是举世瞩目的，相关文献资料可谓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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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密切结合作者30余年的科研、教学和生产实践经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注重将实用性与先进性、前沿性、前瞻性以及战略性相结合，通过列举大量生态制革技术研究开发的
最新动向，尽可能系统、全面地介绍国内外制革清洁生产和生态制革的最新科技成果，提出一系列有
关生态制革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观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制革技术今后的发展趋势。
　　制革工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边缘学科,作者有意识地从方法论上给予适当引导,以期能
够给相关专家学者和制革生产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带来新的思路和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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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发达国家的皮革工业不会“东山再起”。
有鉴于此，为使我国皮革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持世界皮革工业中心的地位，就必须积极开展清洁
化制革的工程研究，尽快全面实现制革工业的清洁化生产。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海啸的影响，使得出口依存度较大的皮革工业陷入困境，不少
制革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甚至有的制革厂倒闭，加上席卷全球的高新技术“风暴”的冲击，
致使业内一些人士开始怀疑皮革工业“还能存在多久”？
认为未来社会是知识经济社会，皮革工业是“夕阳工业”，必然走向“消亡”，如此等等。
　　诚然，皮革工业是传统产业，未来社会确实是知识经济社会。
但是，这绝不等于说皮革工业是“夕阳工业”，一定会“消亡”。
皮革工业不仅不会“消亡”，恰恰相反，皮革工业将会通过高新技术对自身的不断改造，焕发出新的
青春活力，走向振兴与繁荣。
其理由如下[6\7]。
　　（1）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前者是依赖于增加资本、
人力资源和原材料的有形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后者则是依赖于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来推动经济
增长，即是依赖于科学技术来推动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社会，并非只存在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传统产业也要与之同时并存，否则，就无法满足
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并非所有的传统产业都要“消亡”，真正要消亡的是那些耗竭资源、污染环境和破
坏生态的传统产业和生产方式。
　　（2）皮革工业的原料主要直接来自农业、牧业和渔业，有的则间接来自副业和林业。
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是基础产业，而基础产业是永不消亡的。
从资源上讲，皮革工业是农林牧副渔各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工业，是再生资源产业。
皮革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它们的关系是如鱼之于水、如木
之于本的关系。
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必然会给皮革工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资源，而这种资源是永不衰竭的。
　　现在，作者觉得很有必要为皮革工业正名。
长期以来，皮革工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浪费资源的工业。
事实上，这是对皮革工业的误解与偏见。
如前所述，皮革工业的原料，来自农林牧副渔等行业，是这些行业的下游产业。
皮革行业把农林牧副渔等行业的副废物作为自己的原料，通过一系列物理、化学的方法加工成受到人
类普遍青睐的日用消费品，为人类造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当属绿色工业。
毋庸置疑，当今皮革工业的生产，的确存在环境污染问题。
但是，许多研究表明，制革污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实现制革工业的清洁化生产是完全可能的。
事实上，从整个皮革行业来看，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专家或者是普通员工，都在为消除制革污
染而努力。
只有制革污染消除了，制革工业才可以真正成为未来循环型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
　　我们已经知道皮革工业是以动物皮为原料的加工行业。
我们有必要从更深的层次上了解皮革工业的性质。
这里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有关生物质的概念。
迄今为止，关于生物质尚无明确的定义。
曾有人认为，生物质是指利用太阳能经光合作用合成的任何有机物，如树木、农作物、草、藻类等。
因此，生物质是植物生长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包括薪炭林、农业废弃物、森林废弃物和动物废弃物（
人畜粪便）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态制革原理与技术>>

这种定义可以看成是对生物质的一种狭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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