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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各种试验方法进行了皮毛染色废液的治理研究
,

选择了废液重复使用

及中和沉淀法的治理途径
,

选择了重复使用的最佳配方 废液可重复使用六次
,

染出

的皮毛合乎质量要求 对重复使用后的废 旧液用中和沉淀法处理
,

设备简单
,

投资

少
,

效果好
,

达 到了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的目的 此法对于中小型皮毛染色车间比较

适用

皮毛染色产生的废液
,

组分复杂
,

含铬量

高
,

色度深 以兔皮染驼色的废液为例
,

含铬

一 毫克 升
、

铜 毫克 升
、

各种染料

一 克 升
,

以及食盐
、

甲酸
、

醋酸
、

渗透剂
、

匀

染剂等十多种物质组成 色度在 一

倍以上 目前
,

国内皮毛染色废液大部分未

经处理而排放
,

严重污染水源
,

影响人民的健

康 我们最初用吸附树脂和煤粉吸附进行了

实验研究
,

效果不甚理想 但在吸附树脂处

理染色废液的过程中
,

发现从树脂上回收的

染料
,

仍有染色效果
,

于是开展了染色废液重

复使用的研究

一
、

染色废液的重复使用

染色废液重复使用的主要条件是将废液

补充染料和副料
,

使其恢复到接近工艺配方

的组成 由于染色液组分复杂
,

要完全满足

这一条件是非常困难的
,

而其中的关键是要

弄清废液中各组分的残留量
,

并提出相应的

补加配方
,

进行染皮试验 对染色废液
,

除了

分析其中的铬
、

铜
、

食盐的含量外
,

还用高分

子葡聚糖进行层析
,

将废液中的混合染料在

层析柱上分离开
,

然后分别进行比 色 测 定

以兔皮染驼色的废液为例
,

根据分析结果
,

发

现其中含铬
、

铜为工艺配方的
,

蕙醒蓝
,

酸性黑 的含量很少 以分析数据作参

考
,

设计了补加染料和副料的各种配方
,

进行

染色效果试验 根据染色效果
,

不断地改变

配方
,

经过多次反复试验
,

发现铬和铜的补加

量是影响皮毛上色效果的主要因素
,

而各种

染料的补加量则影响皮毛的色头 当按照完

全相同的工艺配方把染料和副料加到染色废

液中
,

染色效果不好
,

吃色不足
,

有花针 当

铬
、

铜的补加量是工艺配方的 时
,

则吃色

足
,

上色效果好 在五种染料的补加配比方

面
,

当减少葱醒蓝和酸性黑 的补加量

时
,

则染出的皮毛有花针
,

当媒介棕
、

橙
、

橙 的补加量减少过多时
,

则皮毛的头色

不正 下面举出几种配 方 的 染 色效 果
,

见

表

从近百种试验配方中
,

选出第 号 配

方
,

进行废液重复染皮试验 在 升容积的

小缸中
,

放入 升废液
,

灰色兔皮 市斤 干

皮重
,

各种组分加入量
,

按车间工艺配方为



几种配方的染色效果

试验编号
酸性黑
丁

媒介棕 橙
〔子 臀 红 矾 硫酸铜

弓

三

苏 夕

肠

染 色 效 果

吃色不足
,

有花针

吃色不足
,

有花针

有 花 针

吃色足
,

色头发黑

均匀不花
,

板 色黑

色头变浅
,

有花针

色头显红色
,

有花针

有 花 针

吃色足
,

色头灰红

吃色足
,

均匀不花
,

深驼色

扣一

多计算
,

具体加人量的百分比为 酸性黑
,

蕙醒蓝 并
,

媒介棕
,

橙
,

橙 弓多
,

匀染剂
,

渗透剂 外
,

醋酸 多
,

甲酸 外
,

红

矾 多
,

硫酸铜
,

食盐 , 多

操作条件与车间相同
,

用蒸汽加热
,

染缸

内温度控制在 一 ℃ 之间

从第四次废液开始
,

用第 号配方
,

进行

了六次废液重复使用染皮试验
,

结果见表

表 废液班复使用试验及染皮效果

公斤
,

甲酸 公斤
,

红矾  公斤

对车间染黑色兔皮产生的废液
,

同样进

行了成分分析
,

以分析数据作参考
,

提出各种

补加染料和副料的配方
,

根据染皮效果
,

选定

了一种最佳配方
,

进行废液的重复使用试验
,

结果见表

表 最佳配方重复使用试验及效果

废液使
用次数 废液色度

废旗
废液含
氯化钠
《克 升

染色效果

试验次数

废 液使 用

次数
染皮效 果

第四次废液

第五次废液

第六次废液

第七次废液

第八次废液

第九次废液

吃色足
,

均匀不花

吃色足
,

均匀不花

吃色足
,

均匀不花

吃色足
,

均匀不花

吃色足
,

均匀不花

吃色足
,

均匀不花

二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吃色足
,

无花针
,

与车间产品相同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试验次数

。

 

。

试验结果表明
,

用黑色废液按照本试验

选定的配方
,

补加染料和副料后
,

重复使用染

出的黑色兔皮
,

合乎质量要求
,

可以重复使

用 用 吨染槽进行了扩大试验
,

验证结果

与小试验相同

‘叨,口,,‘曰争乡,月,连
二尹,曰,一乃日,尹,,,‘一,‘,‘,

,

用四次到九次的废液
,

重复使用六次
,

染

出的皮毛
,

吃色足
,

无花针
,

经检验基本达到

产品质量要求 我们又在 弓吨染槽中进行

了扩大试验
,

验证结果与小试验相似 如果

实现废液重复使用 一 次
,

则废液相应地

减少 沁到 外
,

同时可节省一定量的染料

和副料 根据选定的配方
,

每槽染液 吨驼

色染液
,

每天染 , 槽计算
,

每年可节省各种原

料如下 媒介棕 公斤
,

媒介橙

公斤
,

橙 公斤
,

食盐 , 公斤
,

冰醋酸

二
、

中和沉淀法处理染色废液

废旧染液一般是不能永久使用的
,

将废

染液直接排放
,

又达不到排放标准 我们将

废旧染液用氢氧化钠或石灰粉作中和剂
,

进

行中和沉淀



中和试验情况及 效 果

在 毫升废液中
,

加入 多 氢氧化钠

溶液
,

调节 值
,

分析上清液中铬含量及色

度
,

结果见表 处理前废液含铬 毫克 升
,

色度为 , 。倍
,

从去除铬和色度的 效果 表

明
,

时效果最好

表 中和试验处理废旧染液效果

经过滤后的沉渣
,

不经马福炉灼烧
,

直接用

硫酸
,

可以将其全部溶解 分析溶解液中

的铬
、

铜含量
,

计算铬
、

铜的回收率
,

结果见

表

表 溶解液含铬
、

铜 及回收率

灼烧温度
溶解液
含铬量
毫克

铬回收率
溶解液
含铜量
毫克

铜回

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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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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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氢氧化钠溶液沉淀下来的固体
,

不经

灼烧
,

经稀硫酸溶解后
,

配成复蹂液使用
.
这

方面的工作还没有进行
,

有待进一步试验
.

2
.
静置 不 同时间上清液中含格量的变化

取废旧液 500 毫升
,

用 25 并 氢氧化钠溶

液调 pH 为 9. 2 静置不同时间
,

取上清液分

析
,

结果见表 5
.
从表 5 中可看出

,

延长静置

时间
,

上清液中含铬量减少
,

铬的去除率提

局
.

4
.
用石 灰粉代替氮氧化 钠溶液作中和剂

取 500 0 毫升的废液两份
,

分别加人石灰

粉和氢氧化钠溶液
,

搅拌混合后
,

静置沉降

” 小时
,

取上清液分析
,

见表 7.

表 7 两种中和剂的比较

表 5 静置时间与铬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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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淀物的烧 结和溶解

用 25外 氢氧化钠溶液将 1000 毫升废液

pH 调至 10 .7
,

经过滤后
,

湿沉渣放人 烘箱

(n s℃ )烘 , 小时
,

沉渣净重 2
.
5克

,

占被处

理废液重量的 0
.
25 % ; 沉渣放人马福炉内灼

烧(温度 780 ℃
,

烧 5 小时 )
,

固体残渣净重 2
.
1

克; 将残渣放入 斗N 硫酸中
,

仅有部分溶解
.

用氢氧化钠和石灰粉作中和剂
,

处理染

色废液
,

对于去除铬
、

铜和色度的效果基本相

同
.
当考虑对沉淀中的铬

、

铜回收使用时
,

则

用氢氧化钠作中和剂
.
当不考虑铬

、

铜的回

收使用时
,

则用石灰粉作中和剂
.

用氢氧化钠作中和剂
,

处理 1 吨染色废

液
,

需氢氧化钠 1
.
5公斤

,

合 0
.
60 元(未考虑

回收铬
、

铜的价值)
.
用石灰粉作中和剂

,

处

理 1吨染色废液
,

需石灰粉 2
.
8 公斤

,

合 0. 06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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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 烟气测试仪测量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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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州
.
州[l]川[3J

一

可达到 ”
.
7 并

,

性能优于冲击式采样器
.
但阻

力较大
,

在1升 /分流量时
,

两个吸收瓶串连使

用时的阻力约 60 毫米汞柱
.

2
.
抽气动力

.
测试仪采用小型薄膜泵

,

体积小
,

结构简单
,

便于维护
,

但抽气量和压

力比较低
.
图 10 是泵的抽气性能

,

从图中可

看到阻力在 80 毫米汞柱时
,

抽气量可保持在

1升/分的水平
.
在现场测定中

,

采气量一般

用 0
.
5一1升/分

,

在 2 个吸收瓶串连使用情况

下
,

能满足使用上的要求
.

三
、

使用方法

对气体或蒸汽采样
,

不要求等速采样
,

可

不分圆环而在烟道中心部位定点采样
,

采样

时将各个仪器按图 n 所示系统连接
.
将采

样管加热到烟气温度后即可进行采样
.
采样

时要保持流量稳定不变
,

并记下采样流量
、

温

度和压力
.

标准状态下干空气的采样体积按下式计

算
:

/瓦耳下
V ·‘

一 0
·

5
7 7

V

一丁丁一
~ ’

口
· ‘ ”

注
: 1
.
玻璃纤维滤筒和 刚玉滤筒是分别同北京造纸研究
所和 山东张店工业陶瓷研究所协作试 制

.

2
.
烟尘和烟气测试仪已由武汉分析仪器厂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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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小 结

根据试验结果并结合北京市皮毛厂具体

情况
,

对皮毛染色废液的治理
,

初步确定采用

如下方案
.

1
.
复糕液循环使用

,

皮毛染色前
,

先在复

敬槽内进行处理
,

复蹂后的皮张夹带大量含

铬复揉液
,

流入地沟造成污染
.
现采用离心

机甩水
,

分离出来的铬液集中在储液池内
,

然

后用泵打回复蹂槽中重复使用
.

2
.
染皮后的染色废液

,

按照选定的配方
,

补加染料和副料
,

使其重复使用
.
对黑色兔

皮和驼色兔皮废液分别连续重复使 用 6一9

次
,

染 出的皮毛吃色足
,

无花针
,

经检验成品
,

基本上达到或接近产品质量要求
.

3
.
连续重复使 用数次后的废液

,

采用氢

氧化钠或石灰粉作中和剂
,

进行中和沉 淀
.

将 pH 调到 10 左右
,

经过 20 小时的静置沉

降
,

上清液中的铬
、

铜含量降为2一5毫克/升
,

对铬
、

铜的去除率为 95 一98 务 以上
,

对色度

去除率达 7。多
.
将沉淀后的上清液用车间洗

皮水混合排放
,

铬
、

铜含量将大大低于排放标

准
,

皮毛染色废液的重复使用及中和法治理

废旧液的方法
,

设备简单
,

投资少
,

去除效果

好
.
达到了化害为利

、

综合利用之目的
.
每

年可节省各种染料和副料折合 人 民 币近 万

元
.
此法对于中小型皮毛染色车间 较 为适

用
,

可结合具体情况
,

通过试验加以采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