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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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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推动制革工业污染防治技术进步，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出了制革工业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的附录 A和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3年 8月 25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3年 11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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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制革工业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可作为制革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建设项目及制革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国

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排污许可管理和污染防治技术选择的参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30486 制革及毛皮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HJ 577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578 氧化沟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095 芬顿氧化法废水工业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1209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HJ 1274 含铬皮革废料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 2003 制革及毛皮加工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6 污水混凝与絮凝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7 污水气浮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09 生物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14 生物滤池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20 袋式除尘工程通用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 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HJ 2034 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

HJ 2047 水解酸化反应器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https://www.baidu.com/link?url=UaF5ctdIytjoSXZjPBPADe_MiQc2hH9AZPlNt-ttR7YhXQ9p8y5RW2gPbDE7CpYvZWxv-LJAELT31a2V79he2q&wd=&eqid=d7214bca00cfe4a5000000045d99a1b9
https://www.baidu.com/link?url=UaF5ctdIytjoSXZjPBPADe_MiQc2hH9AZPlNt-ttR7YhXQ9p8y5RW2gPbDE7CpYvZWxv-LJAELT31a2V79he2q&wd=&eqid=d7214bca00cfe4a5000000045d99a1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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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令 第 23号）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 1号）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24号）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环办综合〔2021〕3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皮 raw hide/skin

源自猪、牛、羊等动物且未经或经过防腐处理的皮，是制革工业的基本原料。

3.2

蓝湿革 wet blue

裸皮经过铬鞣剂鞣制后外观呈湖蓝色至蓝色的湿革。

3.3

制革工业 leather making industry

将从猪、牛、羊等动物体上剥下来的皮（即生皮），进行系统的化学和物理处理，制作成适合各种

用途的半成品革或成品革的工业生产过程。从半成品革经过加工成为成品革也属于制革工业的范畴。

3.4

含铬废水 chromium-containing wastewater

在铬鞣和铬复鞣及其相应水洗工序产生的废水。

3.5

制革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concentrated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for leather

making industry

专门为两家及两家以上制革工业排污单位提供污水处理服务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3.6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available techniques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根据我国一定时期内环境需求和经济水平，在污染防治过程中综合采用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

术和环境管理措施，使污染物排放稳定达到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规模应用的技术。

4 行业生产与污染物的产生

4.1 生产工艺

4.1.1 制革生产工艺可分为准备工段、鞣制工段和整饰工段。准备工段包括：组批、浸水、去肉、脱

脂（猪皮/绵羊皮）、浸灰、脱毛、片皮、脱灰、软化等工序和相应的水洗工序；鞣制工段包括：浸酸、

鞣制和相应的水洗工序；整饰工段包括：组批、片皮、削匀、复鞣、中和、填充、染色、加脂工序和相

应的水洗工艺以及干燥、摔软、磨革、修边、涂饰等工序。典型制革生产工艺过程及污染物产生节点见

附录 A。
4.1.2 制革生产工艺使用的化工材料包括：用于准备工段的化工材料（防腐剂、浸水助剂、脱脂剂、

硫化碱、石灰、脱灰剂和软化酶制剂等）；用于鞣制工段的化工材料（氯化钠、甲酸、硫酸、碳酸氢钠

和鞣剂等）；用于整饰工段的化工材料（中和剂、复鞣剂、填充剂、加脂剂、染料、成膜剂、交联剂、

着色剂和光亮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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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污染物

4.2.1 制革工业废水主要分为含铬废水和综合废水。

4.2.2 含铬废水包括铬鞣、铬复鞣及其相应水洗工序产生的废水，主要污染物为总铬和六价铬。含铬

废水应单独收集进行脱铬处理，达到排放标准要求后汇入综合废水。

4.2.3 综合废水包括除含铬废水外的所有生产废水、经单独收集脱铬处理达标后的上清液、地面与设

备清洗水及废气治理产生的废水等，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CODCr、BOD5、硫化物、动植物油、氨氮、

总氮、总磷和氯离子等。未纳入城镇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厂区生活污水应并入综合废水处理。

4.2.4 制革生产工艺各工段废水来源和污染物产生特征见附录 B。

4.3 大气污染物

4.3.1 制革工业废气主要产生于硫化物脱毛、磨革、摔软、干削匀、涂饰等工序及生皮库和污水处理

设施。

4.3.2 有组织排放废气主要来自污水处理设施和喷涂设施。污水处理设施产生废气的主要污染物种类

为恶臭污染物，其中，臭气浓度（无量纲）产生值一般为 20000～500000，氨和硫化氢的产生浓度一般

为 10 mg/m3～100 mg/m3；喷涂设施产生废气的污染物种类为苯、甲苯、二甲苯和非甲烷总烃，产生浓

度一般为 30 mg/m3～150 mg/m3。

4.3.3 无组织排放废气主要来自生皮库、使用硫化物的脱毛车间和磨革、摔软、干削匀工序。生皮库

和硫化物脱毛车间产生废气的污染物种类为恶臭污染物，其中臭气浓度（无量纲）产生值一般为 20000～
500000，氨的产生浓度一般为 10 mg/m3～100 mg/m3；磨革、摔软、干削匀工序产生废气的污染物种类

为颗粒物，产生浓度一般为 500 mg/m3～2000 mg/m3。若建有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染物经排气筒排放

时纳入有组织排放管理。

4.4 固体废物

制革工业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准备工段产生的废毛、肉渣、片皮及修边边角料，鞣制和整饰工

段产生的削匀革屑、片皮及修边边角料、磨革粉等以及含铬废水、综合废水处理产生的含铬污泥和一般

污泥等。

4.5 噪声

制革工业的噪声主要产生于生产设备（如转鼓、磨革机、振软机、片皮机、削匀机）和辅助生产设

备（如风机、空气压缩机、水泵、气泵等）的运行。一般情况下，各主要噪声源声级水平均大于

80 dB（A）。

5 污染预防技术

5.1 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

制革生产工艺应使用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有害化学品，从源头减轻制革加工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

不利影响。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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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环境友好型化学品替代

工序 有害化学品 环境友好型化学品

浸水、脱脂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等环境友好表面活性剂

脱毛 硫化物 生物酶制剂

脱灰、软化 铵盐 无氨/无硼脱灰剂、软化剂

鞣制、复鞣 含甲醛鞣剂、复鞣剂 低/无甲醛鞣剂、复鞣剂

染色 禁用偶氮染料 不含禁用成分的环保型染料

加脂 芳烃、短链氯代烷烃 环境友好型加脂剂

涂饰 溶剂型涂饰材料 水性涂饰材料

5.2 设备或工艺革新技术

5.2.1 转笼除盐

该技术适用于对常规撒盐腌制的生皮进行除盐。利用转笼的机械转动作用使盐脱落，脱落的盐收集

处理后可再利用。该技术可降低废水中氯离子浓度。

5.2.2 低硫低灰脱毛

该技术适用于保毛脱毛工序。使用有机含硫脱毛剂或酶制剂完全或部分替代无机硫化物，同时使用

非石灰碱性材料替代石灰。为了保证脱毛效果，在使用有机含硫脱毛剂时建议分次加入。该技术可减少

硫化物用量和污泥产生量，降低脱毛浸灰废液中硫化物和氨氮产生量 40%以上、CODCr产生量 30%以

上。

5.2.3 脱毛浸灰废液循环利用

该技术分为脱毛浸灰废液直接循环和间接循环，适用于以硫化物为脱毛剂的脱毛浸灰工序。其中：

直接循环是将含硫化物的脱毛浸灰废液单独收集、过滤并调节浴液化学成分后，在脱毛浸灰工序循环使

用。脱毛浸灰废液直接循环一定次数后可以结合间接循环使用；间接循环是将直接循环一定次数的废液，

输送至配有风机曝气搅拌的密闭装置中，加入酸使硫化物逸出并使用碱吸收重新制备成为硫化钠，回用

于脱毛浸灰工序，同时可回收废液中的蛋白质，回用上清液。该技术可回收硫化钠 90%以上。

5.2.4 少氨或无氨脱灰

该技术适用于脱灰工序。完全或部分使用无氨脱灰剂替代铵盐进行脱灰。无氨脱灰剂的使用量为灰

皮重量的 1%～2%，在 30 ℃～35 ℃下脱灰 45 min～60 min。该技术可使脱灰工序废水中的氨氮含量降

低 50%～90%。

5.2.5 高吸收铬鞣

该技术适用于以铬盐为主鞣剂的工艺。通过添加高吸收助鞣剂或改变工艺条件以提高铬盐吸收率。

该技术可将铬吸收率提升至 90%以上，铬粉用量减少 20%以上，铬鞣废液中的总铬含量减少 60%以上。

5.2.6 铬鞣废液循环利用

该技术分为铬鞣废液直接循环和间接循环，适用于铬鞣工序含铬废液的循环利用。其中：直接循环

是将单独收集的铬鞣废液直接回用于鞣制或复鞣工序。铬鞣废液直接循环一定次数后可以结合间接循环

使用；间接循环是将铬鞣废液经过滤、碱沉淀后形成的含铬污泥，经酸溶解、氧化和还原等处理后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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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铬鞣剂并回用于鞣制或复鞣工序，处理后的上清液可回用于浸水工序。碱沉淀时 pH值控制在 8.5
左右，溶解时加酸保持 pH值 2.0～2.5，经氧化还原制备的铬液检测合格后，需陈化 48 h以上。该技术

可使铬鞣废水中铬回用率达到 95%以上。

5.2.7 无铬鞣制

该技术适用于生产无铬的皮革产品。使用无铬鞣剂（如环保型植物鞣剂、非铬金属鞣剂、醛类鞣剂、

有机鞣剂等）进行鞣制，可从源头消除铬污染。该技术无含铬废水和含铬固体废物产生。

5.2.8 高流量、低气压（HVLP）喷涂

该技术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预防技术，适用于涂饰工序。HVLP喷涂技术可节约涂饰材料用量 30%
以上，减排挥发性有机物 30%以上。

5.2.9 辊涂

该技术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预防技术，适用于涂饰工序。辊涂技术以转辊为载体，使涂饰材料在转

辊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湿膜，借助转辊的转动将涂饰材料均匀地涂敷在皮革表面。与常规喷涂工艺相比，

该技术可节约涂饰材料用量 30%～50%，减排挥发性有机物 30%以上。

6 污染治理技术

6.1 废水污染治理技术

6.1.1 含铬废水碱沉淀处理

该技术适用于含铬废水的脱铬处理。含铬废水经格栅、储液池、加碱沉淀、压滤脱水等工序进行处

理。沉淀剂一般选用氢氧化钙或氢氧化钠等，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使用助凝剂、絮凝剂，铬液 pH值控制

在 8.5～10.0，反应时间为 1 h～2 h，沉降时间大于 3 h。含铬废水碱沉淀处理技术的设计与管理要求应

符合 HJ 2003要求。该技术可使车间排放口含铬废水总铬浓度达标排放。

6.1.2 综合废水物化处理

6.1.2.1 预沉/混凝沉淀

该技术适用于对综合废水预处理。综合废水经调节池后采用预沉/混凝沉淀技术处理。混凝沉淀工

艺中，通过添加铝盐、铁盐等混凝剂和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铁、聚合氯化铝铁、聚丙烯酰胺等絮凝剂

形成沉淀，沉淀时间 2 h～3 h，表面负荷 0.6 m3/（m2·h）～1.0 m3/（m2·h），污泥含水率 97%～99%；

混凝工艺设计与管理应符合 HJ 2003、HJ 2006 要求。该技术的悬浮物、CODCr和 BOD5去除率分别为

60%～90%、30%～60%和 30%～45%。

6.1.2.2 混凝气浮

该技术适用于对综合废水物化处理，对于含动植物油脂较高的脱脂废水可采用该技术进行预处理，

也可用于混凝沉淀后对悬浮物做进一步去除。混凝气浮法分为加药反应和气浮两个部分，通过添加铝盐、

铁盐等混凝剂和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铁、聚合氯化铝铁、聚丙烯酰胺等絮凝剂形成较大的絮凝体，再

通入气浮分离设备完成固液分离。混凝气浮工艺的设计与管理应符合 HJ 2003、HJ 2006、HJ 2007要求。

该技术的悬浮物、CODCr和 BOD5去除率分别为 80%～90%、40%～50%和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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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综合废水生化处理

6.1.3.1 水解酸化

该技术适用于蓝湿革至成品革生产企业产生废水的生化处理。水解酸化段水力停留时间（HRT）宜

选取 6 h～18 h，pH值应控制在 7.0～7.5。水解酸化工艺的设计与管理应符合 HJ 2003、HJ 2047要求。

该技术对复鞣和染色工序废水的生化调节作用显著，一般与好氧处理技术组合使用。单独使用时，CODCr

和 BOD5去除率分别为 10%～30%和 10%～20%。与厌氧/好氧（A/O）工艺或序批式活性污泥（SBR）
技术结合使用，CODCr去除率可达 90%以上，总氮去除率可达 90%以上。

6.1.3.2 序批式活性污泥（SBR）

该技术适用于综合废水的生化处理，耐负荷冲击性好，兼具良好脱氮效果，工艺灵活性较高。污

泥浓度一般为 3 g/L～8 g/L，污泥负荷为 0.16 kg CODCr/（kg MLSS•d）～0.32 kg CODCr/（kg MLSS•d），
HRT为 30 h～60 h。SBR工艺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577、HJ 2003要求。该技术的悬浮物、CODCr、

BOD5、氨氮、总氮去除率分别为 75%～90%、80%～90%、50%～95%、85%～95%和 55%～85%。

6.1.3.3 厌氧/好氧（A/O）

该技术适用于综合废水的生化处理。只采用一级 A/O工艺时，进水 CODCr不宜超过 2000 mg/L，
污泥浓度为 4000 mg/L～5000 mg/L，HRT不低于 48 h，内回流比 200%以上，污泥回流比为 70%～90%，

A池和 O池溶解氧含量（DO值）分别控制在 0.1 mg/L～0.5 mg/L和 2 mg/L～3 mg/L。一级 A/O工艺

CODCr、BOD5、氨氮和总氮去除率可分别达到 90%、95%、96%和 80%；如两级 A/O工艺串联使用时，

A1池主要用于水解酸化，O1池主要降解有机物，HRT不低于 72 h。A1和 O1池溶解氧含量（DO值）

分别为 0.1 mg/L～0.3 mg/L 和 1 mg/L～3 mg/L。A2 和 O2 池主要用于脱氮和进一步降解有机物。A2
和 O2池 DO值分别为 0.3 mg/L～0.5 mg/L 和 3 mg/L～4 mg/L。第一、二级污泥回流比分别为 70%～

80%和 80%～100%。A/O工艺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2003要求。采用两级 A/O工艺，CODCr、

氨氮去除率均可提升至 98%以上，总氮的去除率可提升至 90%以上。

6.1.3.4 生物接触氧化

该技术适用于综合废水的好氧处理，对生化段污泥沉淀池要求低。CODCr 容积负荷一般为

0.8 kg/（m3·d）～1.8 kg/（m3·d），HRT为 16 h～36 h，pH值控制在 7～8。生物接触氧化工艺的设

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2003、HJ 2009的要求。该技术的悬浮物、CODCr、BOD5、氨氮、总氮去除率

分别为 70%～90%、80%～90%、90%～98%、65%～95%和 40%～80%。

6.1.3.5 氧化沟

该技术适用于综合废水的好氧处理。其主体设备容积大，污泥容纳量较大，抗冲击负荷高，具有

处 理 效 果 稳 定 的 优 点 。 污 泥 浓 度 一 般 为 3000 mg/L ～ 5000 mg/L ， 污 泥 负 荷 为

0.12 kg CODCr/（kg MLSS•d）～0.20 kg CODCr/（kg MLSS•d），水力停留时间为 30 h～55 h。氧化沟

工艺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578、HJ 2003要求。该技术的悬浮物、CODCr、BOD5、氨氮、总氮

去除率分别为 70%～90%、70%～90%、70%～90%、70%～95%和 45%～85%。

6.1.4 综合废水深度处理

6.1.4.1 芬顿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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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适用于生化处理后综合废水的深度处理。氧化反应 pH值为 3～5，时间为 30 min～60 min，
氧化后废水应加碱中和 10 min 以上。芬顿工艺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1095、HJ 2003 要求。该

技术的悬浮物去除率为 50%～70%，CODCr和 BOD5去除率分别大于 50%和 60%，但处理后出水有一

定色度，不宜直接回用。

6.1.4.2 曝气生物滤池

该技术适用于生化处理后综合废水的深度处理。运行时进水悬浮物浓度不宜大于 60 mg/L，污泥

浓度为 3500 mg/L～4000 mg/L，污泥负荷一般小于 0.08 kg BOD5/（kg MLSS·d），污泥回流比为 50%～

100%。曝气生物滤池宜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反冲洗空气强度宜为 12 L/（m2·s）～16 L/（m2·s），
反冲洗水强度 4 L/（m2·s）～6 L/（m2·s）。生物滤池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2003、HJ 2014
要求。该技术的悬浮物和 CODCr的去除率分别为 75%～98%和 70%～85%。对于生化性良好的废水，

处理后 CODCr和氨氮的排放浓度可分别达到 60 mg/L和 10 mg/L以下。

6.1.4.3 臭氧氧化

该技术适用于制革废水的脱色和杀菌消毒。运行时 pH值为 8～9，反应时间一般为 0.5 h～2.0 h，
色度去除率可达 30%～80%。

6.1.4.4 膜过滤+蒸发结晶

该技术适用于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制革企业对生化或深度处理后的废水进行脱盐处理。首先利用

深度处理/预处理系统降低废水总硬度，进一步降低废水的 CODCr和悬浮物含量，再经膜过滤浓缩系统

（根据需要选择超滤膜、纳滤膜或反渗透膜中的一种或其组合）处理，处理后淡水回用于生产工序。膜

处理后的浓水进行蒸发结晶，结晶盐经鉴别毒性后按照要求委托处理。

6.2 废气污染治理技术

6.2.1 喷淋吸收

该技术适用于处理硫化物脱毛车间、污水处理设施和生皮库负压收集的恶臭污染物。主要设备包

括板式洗涤塔和填充洗涤塔。酸喷淋一般使用稀硫酸溶液来吸收氨和其他恶臭污染物，pH值保持在 5
以下；碱喷淋一般采用氢氧化钠或碳酸钠溶液来吸收硫化氢和其他恶臭污染物，pH值保持在 9以上。

一般根据处理废气种类进行酸-碱组合喷淋吸收。该技术对硫化氢、氨处理效率可达 95%以上，臭气浓

度（无量纲）处理效率通常可达 90%以上。

6.2.2 生物滤塔

该技术适用于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和生皮库集中收集的恶臭气体。主要设备包括生物滤塔、生物洗

涤塔和生物滴滤塔等。除臭罐空池停留时间为 1 min～3 min（可视臭气浓度变化），进气流速为 2 m/s～
3 m/s。该技术工艺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处理效率可达 95%以上。

6.2.3 袋式除尘

该技术适用于处理磨革、摔软和干削匀工序废气中的颗粒物。主要靠布袋外表面形成的颗粒物层

维持除尘效率，应定期清理或更换滤袋。袋式除尘工艺的设计与运行管理应符合 HJ 2020要求。该技

术的颗粒物捕集粒径小于 5 µm，除尘效率可达 99%以上。

6.2.4 干式过滤



HJ 1304—2023

8

该技术适用于经喷淋吸收处理后废气的除湿。过滤材料一般为过滤棉，采用多级组合过滤，处理

效率通常可达 85%以上。

6.2.5 活性炭吸附

该技术适用于处理涂饰工序废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活性炭吸附装置的设计与管理应符合HJ 2026
要求，根据活性炭吸附能力，其净化效率在 50%～90%。

6.3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处理与处置技术

6.3.1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6.3.1.1 再生铬鞣剂制备

该技术适用于对较高浓度含铬废水（一般为铬鞣废液）处理产生的含铬污泥进行再生处理。采用

浓硫酸对铬泥进行溶解，保持 pH值 2.0～2.5并加热 2 h以上，再经氧化和还原处理，陈化后得到再生

铬鞣剂。

6.3.1.2 工业蛋白及蛋白填料制备

该技术适用于对废毛、灰皮边角料及含铬皮革废碎料进行综合利用。上述固废经预处理、水解、

浓缩干燥后得到工业蛋白，经进一步化学改性后制备的蛋白填料可回用于复鞣填充工序。

6.3.1.3 工业明胶制备

该技术适用于对生皮、灰皮边角料及含铬皮革废碎料等进行综合利用。将生皮边角料进行脱毛处

理，或将灰皮边角料及含铬皮革废碎料进行预处理后，采用碱法或酸法制备工业明胶。

6.3.1.4 再生革制备

该技术适用于对含铬皮革废碎料进行综合利用。含铬皮革废碎料经粉碎开纤、染色、填充、胶粘、

脱水干燥、熨平后得到再生革，用于皮带或箱包夹心。二层牛皮蓝湿革修边下角料可通过开松和梳绒

得到胶原纤维，再经过水刺无纺工艺加工，得到不含胶粘剂的再生纤维革。

6.3.1.5 静电植绒材料制备

该技术适用于对鞣制后革屑或坯革边角料等进行综合利用。将鞣制后革屑或坯革边角料进行粉碎、

筛选、染色等处理得到植绒粉，植绒粉采用静电植绒的方式附着到合成革上，可增强合成革的真皮感

及实用性，提高合成革产品附加值。

6.3.2 固废处理与处置

6.3.2.1 污泥干化

该技术适用于对综合废水处理产生一般污泥的预处理。污泥干化技术包括浓缩、（带式、压滤、

离心）脱水、干化等工艺。采用浓缩+常压压滤脱水工艺可将污泥含水率降至 70%～80%，采用浓缩+
高压压滤脱水工艺可将污泥含水率降至 50%～60%；采用自然风干或热干化技术，干化后污泥含水率

最低可降至 20%～40%。污泥浓缩、脱水、干化产生的恶臭气体应收集，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6.3.2.2 危险废物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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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技术规范鉴别属于危险废物的，应严格按照

危险废物管理，其贮存和利用处置应符合 GB 18484、GB 18597、GB 18598、HJ 2025和《危险废物转

移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处置措施包括焚烧、填埋等。

6.4 噪声污染治理技术

由生产设备和辅助设备的振动、摩擦和撞击等引起的机械噪声，宜采取吸声、减振、隔声措施，

如对设备加装吸声材料、减振、隔声罩等；车间内宜采取吸声和隔声等降噪措施；对于空气动力性噪

声，如风机、空气压缩机、泵类等设备，宜采取减振、安装消声器等措施。噪声与振动污染治理措施

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应符合 HJ 2034要求。

7 环境管理措施

7.1 环境管理制度

7.1.1 属于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告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按照 HJ 1209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

7.1.2 应建立完善的应急预案制度，健全化学品管理制度。

7.1.3 应按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的相关规定，

编制发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

7.2 废水环境管理措施

7.2.1 应重视生产节水管理，根据水质要求加强各类废水的处理与回用，减少污水排放量。

7.2.2 应进行雨污分流。有条件企业宜建设雨水收集设施。厂区内废水管线和处理设施做好防渗，防

止有毒有害污染物渗入地下水体。

7.2.3 应加强实施污染预防技术，以减少污染物产生量，控制进水污染物浓度。

7.3 废气环境管理措施

7.3.1 有组织排放

7.3.1.1 对所有治理设施应制定相应操作规程，明确各项运行参数，实际运行参数应与操作规程一致。

7.3.1.2 对所有治理设施的计量装置，如 pH值计、流量计、液位计等要定期校验和比对。

7.3.2 无组织排放

7.3.2.1 对无组织废气控制与管理应符合 GB 37822 相关要求。应综合采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

端收集处理等措施。

7.3.2.2 对于废气无组织排放环节，应配备废气捕集装置（如局部密闭收集、局部排气罩收集或车间

全密闭收集），并根据车间大小和管道布局，合理确定引风量及频次，并配备相应废气处理设施。

7.4 固废环境管理措施

7.4.1 应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料和其他资源，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或采取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技术，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降低工业固体废物的危害性。含铬皮革废碎料进行资源化利用时应

满足 HJ 1274相关要求。

7.4.2 应建立健全工业固废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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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

息，实现工业固废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7.4.3 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

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

处置等有关资料。

7.4.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和处置应满足 GB 18599相关要求。

7.5 噪声环境管理措施

7.5.1 规划布局应使主要噪声源远离厂界和噪声敏感点，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7.5.2 应建立噪声污染防治责任制度，明确各相关人员责任。

7.6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管理措施

7.6.1 企业应采取防渗漏等措施，存放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原辅材料、产品及废渣的场所，应采取防

水、防渗漏、防流失的措施。

7.6.2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参照《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建立土壤污

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发现污染隐患的，应制定整改方

案，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

7.6.3 属于地下水重点排污单位的企业，应依法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7.6.4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在隐患排查、监测等活动中发现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存在污染迹象的，

应当排查污染源，查明污染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污染，并及时开展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

7.7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维护

7.7.1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等要求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并进行维护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

行。

7.7.2 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平台

和排污口标志。

7.8 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7.8.1 对环保处理设施的运行，应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定期开展人员培训。

7.8.2 在硫化物脱毛车间、废水处理设施宜安装硫化氢自动报警装置。

7.8.3 在废水处理设施处应设置防护栏，配备救生圈、救生衣。

7.8.4 涉及接触高温、密闭空间、有毒有害物质、粉尘等物质、工艺或场所应制定安全操作规程，相

关工作人员应按照 GB 39800.1相关要求配备个体防护装备。

8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8.1 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8.1.1 应根据废水水质特点选择相应处理技术，处理后水质应满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在经济技术

可行前提下，企业应最大限度提高废水重复利用率和回用率。

8.1.2 对含铬废水应单独收集处理或回用，处理达标后排入综合废水处理设施。制革工业含铬废水污

染防治可行技术见表 2，可达到 GB 30486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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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综合废水应依次经过物化处理、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是否进行深度处理可根据排放或回用要

求进行选择。制革工业综合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见表 3，可达到 GB 30486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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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革工业含铬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可行技术 污染预防技术 污染治理技术
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单位：mg/L）

适用条件
总铬a 六价铬a

可行技术 1 / 含铬废水碱沉淀处理 ≤1.5 ≤0.1 适用于常规铬鞣工艺产生含铬废水的脱铬处理。

可行技术 2 高吸收铬鞣 含铬废水碱沉淀处理 ≤1.5 ≤0.1 适用于高吸收铬鞣工艺产生含铬废水的脱铬处理。

可行技术 3 铬鞣废液循环利用 含铬废水碱沉淀处理 ≤1.5 ≤0.1 适用于常规铬鞣工艺产生含铬废水的循环利用及脱铬处理。

可行技术 4 无铬鞣制 / ≤0.5 ≤0.05 适用于生产无铬的皮革产品，可达到废水特别排放限值中总铬、六

价铬指标要求。
a 总铬、六价铬为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浓度。

表 3 制革工业综合废水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可行技术
污染

预防技术

污染

治理技术

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单位：mg/L，pH值、色度除外）
适用条件

pH值 色度 悬浮物 BOD5 CODCr 动植物油 硫化物 氨氮 总氮 总磷 氯离子

可行技术 1

①环境友

好型化学

品 替 代 +
②转笼除

盐 a +③低

硫低灰脱

毛/脱毛浸

灰废液循

环 利 用 +
④少氨或

无氨脱灰

①预沉/混凝沉

淀 /混凝气浮+
② 厌 氧 / 好 氧

（A/O）+③芬顿

氧化/曝气生物

滤池/臭氧氧化
6～9 20～30 30～50 20～30 50～100 8～10 0.2～0.5 5～25 15～50 0.5～1 ≤3000

适用于执

行直接排

放限值的

生皮到成

品革、生

皮到蓝湿

革加工企

业。
可行技术 2

①预沉/混凝沉

淀 /混凝气浮+
②氧化沟+③芬

顿氧化/曝气生

物滤池/臭氧氧

化

可行技术 3
环境友好

型化学品

替代

①预沉/混凝沉

淀 /混凝气浮+
②水解酸化+③
生物接触氧化+
④芬顿氧化 /曝
气生物滤池 /臭
氧氧化

6～9 20～30 30～50 20～30 50～100 8～10 0.2～0.5 5～25 15～50 0.5～1 ≤3000

适用于执

行直接排

放限值的

蓝湿革至

成品革加

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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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可行技术
污染

预防技术

污染

治理技术

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单位：mg/L，pH值、色度除外）
适用条件

pH值 色度 悬浮物 BOD5 CODCr 动植物油 硫化物 氨氮 总氮 总磷 氯离子

可行技术 4

①环境友

好型化学

品替代+
②转笼除

盐 a +③

低硫低灰

脱 毛 /脱
毛浸灰废

液循环利

用+④少

氨或无氨

脱灰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②厌氧 /
好氧（A/O）

6～9 80～100 100～120 50～80 200～300 20～30 0.5～1.0 40～70 100～140 3～4 ≤4000

适用于执

行间接排

放限值的

生皮到成

品革、生

皮到蓝湿

革加工企

业。

可行技术 5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 +②生物

接触氧化

可行技术 6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 +②氧化

沟

可行技术 7

环境友好

型化学品

替代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 +②水解

酸化 +③厌

氧 / 好 氧

（A/O）

6～9 80～100 100～120 50～80 200～300 20～30 0.5～1.0 40～70 100～140 3～4 ≤4000

适用于执

行间接排

放限值的

蓝湿革至

成品革加

工企业。

可行技术 8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②厌氧 /
好氧（A/O）

可行技术 9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 +②水解

酸化 +③序

批式活性污

泥（SBR）

可行技术10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 +②水解

酸化 +③生

物接触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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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可行技术
污染

预防技术

污染

治理技术

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单位：mg/L，pH值、色度除外）
适用条件

pH值 色度 悬浮物 BOD5 CODCr 动植物油 硫化物 氨氮 总氮 总磷 氯离子

可行技术 11

①环境友

好型化学

品 替 代 +
②转笼除

盐 a +③低

硫低灰脱

毛/脱毛浸

灰废液循

环 利 用 +
④少氨或

无氨脱灰

①预沉 /混凝

沉淀 /混凝气

浮+②厌氧/好
氧（A/O） +
③芬顿氧化 /
曝气生物滤

池/臭氧氧化+
④膜过滤+蒸
发结晶

6～9 15～20 8～10 15～20 50～60 3～5 0.1～0.2 5～15 15～20 0.2～0.5 ≤1000

适用于执

行直接排

放特别排

放限值的

生皮到成

品革、生

皮到蓝湿

革加工企

业。

可行技术 12

①环境友

好型化学

品 替 代 +
②转笼除

盐 a +③低

硫低灰脱

毛/脱毛浸

灰废液循

环 利 用 +
④少氨或

无氨脱灰

①预沉 /混凝

沉淀 /混凝气

浮+②厌氧/好
氧（A/O） +
③芬顿氧化 /
曝气生物滤

池/臭氧氧化+
④膜过滤+蒸
发结晶

6～9 15～30 30～50 20～30 50～100 5～10 0.2～0.5 5～25 20～40 0.5～1.0 ≤1000

适用于执

行间接排

放特别排

放限值的

生皮到成

品革、生

皮到蓝湿

革加工企

业。

可行技术 13
环境友好

型化学品

替代

①预沉 /混凝

沉淀 /混凝气

浮+②水解酸

化+③厌氧/好
氧（A/O） +
④芬顿氧化 /
曝气生物滤

池/臭氧氧化+
⑤膜过滤+蒸
发结晶

6～9 15～20 8～10 15～20 50～60 3～5 0.1～0.2 5～15 15～20 0.2～0.5 ≤1000

适用于执

行直接排

放特别排

放限值的

蓝湿革至

成品革加

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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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可行技术
污染

预防技术

污染

治理技术

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单位：mg/L，pH值、色度除外）
适用条件

pH值 色度 悬浮物 BOD5 CODCr 动植物油 硫化物 氨氮 总氮 总磷 氯离子

可行技术 14
环境友好

型化学品

替代

①预沉/混凝

沉淀/混凝气

浮 +②水解

酸化 +③厌

氧 / 好 氧

（A/O）+④芬

顿氧化/曝气

生物滤池/臭
氧氧化 +⑤

膜过滤 +蒸

发结晶

6～9 15～30 30～50 20～30 50～100 5～10 0.2～0.5 5～25 20～40 0.5～1.0 ≤1000

适用于执

行间接排

放特别排

放限值的

蓝湿革至

成品革加

工企业。

a 转笼除盐适用于撒盐腌制的生皮。

8.2 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8.2.1 制革企业根据废气特点选择相应的处理技术，处理后废气应满足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8.2.2 制革工业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见表 4，可达到 GB 14554、GB 16297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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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制革工业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可行技术 污染预防技术
污染治理技

术

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
适用条件

非甲烷总烃a 苯a 甲苯a 二甲苯a 颗粒物a 臭气浓度b 氨b 硫化氢b

单位：mg/m3 无量纲 单位：kg/h

可行技术 1

环境友好型化

学品替代 +高
流量、低气压

（HVLP）喷涂

/辊涂

喷淋吸收+干
式过滤+活性

炭吸附

12～60 0.01～5 0.05～10 0.05～20 / / / /
适用于制革企业

涂饰工序废气的

处理。

可行技术 2 / 袋式除尘 / / / / 10～20 / / /

适用于处理磨革、

摔软、干削匀工序

废气中的颗粒物

处理。

可行技术 3 / 生物滤塔 / / / / / ≤2000 / / 适用于处理污水

处理设施及生皮

库负压收集的恶

臭气体、氨和污水

处理设施及硫化

物脱毛车间负压

收集气体中的硫

化氢。

可行技术 4 / 喷淋吸收 / / / / / ≤2000 0.005～2 0.005～0.1

a 根据 GB 16297中规定的相关方法检测。
b 根据 GB 14554中规定的相关方法检测，排气筒高度 15 m时对应本表中数值。如排气筒高度高于 15 m，可参照 GB 14554中相关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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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处理与处置可行技术

制革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处理与处置可行技术见表 5。

表 5 制革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处理与处置可行技术

序号 可行技术 适用条件

1 再生铬鞣剂制备
适用于对较高浓度含铬废水（一般为铬鞣废液）处理产生的含铬污泥进行再生

处理。

2 工业蛋白及蛋白填料制备 适用于对废毛、灰皮边角料及含铬皮革废碎料等固废进行资源化利用。

3 工业明胶制备
适用于对生皮修边废弃物、灰皮边角料及含铬皮革废碎料等固废进行资源化利

用。

4 再生革制备 适用于对含铬皮革废碎料进行资源化利用。

5 静电植绒材料制备 适用于对鞣制后革屑和坯革边角料等进行资源化利用。

6 污泥干化 适用于对综合废水处理产生的一般污泥进行处理处置。

7 焚烧 适用于具有相应资质的制革企业或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

8 填埋 适用于具有相应资质的制革企业或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理。

8.4 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制革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见表 6，处理后可达到 GB 12348要求。

表 6 制革工业噪声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序号 噪声源 可行技术 降噪水平

1 生产设备 吸声、隔声罩、减振、隔振、厂房隔声 降噪量 15 dB（A）左右

2 泵类 减振、隔声罩、消声器 降噪量 15 dB（A）左右

3 空气压缩机 减振、消声器、机房隔声 降噪量 20 dB（A）左右

4 风机 消声器、机房隔声 降噪量 20 dB（A）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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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典型制革生产工艺过程及污染物产生节点

注 1：制革生产工艺中水洗工序较多，全部依附于前一工序，与前一工序在同一生产设备中完成，水质也与前一

工序的水质类似，故本图中不再单独列出水洗工序。

注 2：转鼓转动会产生噪声，在准备工段、鞣制工段和湿整饰工段均涉及，未在图中标注。

a 采用无铬鞣剂鞣制时不产生含铬废水。

图 A.1 典型制革生产工艺过程及污染物产生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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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制革生产工艺各工段废水来源和污染物产生特征

表 B.1 制革生产工艺各工段废水来源和污染物产生特征

工段 工序
主要污染物指标及产生浓度（单位：mg/L，pH值、色度除外） 污染负荷

比例pH值 CODCr BOD5 悬浮物 硫化物 总铬 氨氮 油脂 色度

准备

工段

浸水 7～8 2500～5500 1100～2500 2000～5000 — — 100～200 1000～5000 150～500

60%～70%

脱脂 11～13 3000～20000 400～700 3000～5000 — — — 1000～8000 3000～7000
脱毛、

浸灰
13～14 15000～40000 5000～10000 6000～20000 2000～5000 — 50～100 300～800 2000～4000

脱灰 7～9 2500～7000 2000～5000 1500～3000 300～600 — 3000～7000 — 50～200
软化 7～8 2500～7000 2000～5000 300～700 100～200 — 1000～3000 — 1000～2000

鞣制

工段

浸酸

鞣制

2～3 3000～5000 500～1000 1000～2000
—

— 200～500 — 60～160
6%～8%

3～4.5 3000～7000 300～800 1000～2500 500～2500 100～200 500～1000 1000～3000

染整

工段

复鞣、

中和
5～7 3000～7000 1000～2000 300～500 — 40～200 200～400 500～2000 5%～10%

染色、

加脂
4～6 2500～7000 1500～3000 300～600 — — — 400～800 500～

100000 10%～20%

综合废水 8～10 3000～5000 1500～2000 2000～4000 40～100 — 300～600 250～2000 600～4000 —
注 1：表中数据均为采用传统制革技术所产生废水中的污染物产生浓度。

注 2：表中综合废水相关数据是指含铬废水单独收集并进行预处理达到相应排放标准要求后汇入综合废水，综合废水的主要污染物指标及产生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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