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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製漿造紙業之製造程序包含製漿和抄紙兩大製程，其廢水來源，伴隨著原料、製程、產品種類及排放單元不同，生產過程

中經常增添各種化學藥劑，如上膠劑、螢光增白劑、澱粉、硫酸鋁、染料染劑等，導致製程廢水水質經常變異。白水經循

環使用多次後，紙機系統中濕端化學變數增多，水中污染物質如黏性膠體物質亦漸增加，使白水水質狀況愈加複雜。 本研

究採用模擬實廠製程廢水作為試驗對象，利用實驗級電解膠凝法與傳統的混凝方式比較，並以階乘設計探討電流密度、停

留時間、極板種類等三種不同的參數，比較螢光增白劑、黏著物及染料廢水於不同處理方法及不同參數條件下各污染物之

處理效率，並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 進一步觀察膠羽型態。 實驗結果顯示電解膠凝系統與傳統廢水處理法比較，皆可

有效提高電導度、SS、COD、真色色度、濁度、螢光增白劑及沉積物等項目之去除率；以電解膠凝系統模擬OBA廢水試

驗結果指出，2S-OBA廢水部分，鐵板可去除93.50% OBA、90.53% SS及35.65%導電度；鋁板可去除99.88% OBA、97.39%

SS及36.76%導電度； 4S-OBA廢水部分，鐵板可去除89.00% OBA、98.53% SS及39.05%導電度；鋁板可去除83.62% OBA

、96.63% SS及40.00%導電度。整體來說2S-OBA去除效率優於4S-OBA，主要為2S-OBA之疏水性較大，且高電流密度下鋁

板去除率較鐵板佳。模擬黏著物廢水試驗結果指出，鐵板可去除41.01%導電度、93.06% SS、83.3% COD、99.08%濁度

及80.32%沉積物；鋁板可去除33.86%導電度、99.24% SS、80.00% COD、98.25%濁度及92.06%沉積物，且高電流密度下

鋁板去除率較鐵板佳。在模擬染料廢水試驗結果顯示，鐵板可去除45.83%導電度及97.42%真色色度；鋁板可去除22.63%

導電度及69.56%真色色度，且在高電流密度下鐵板去除效率優於鋁板。 以傳統化學混凝加藥方式模擬2S-OBA廢水試驗，

結果顯示，硫酸鋁可去除78.79% OBA，氯化鐵可去除70.95% OBA；氯化亞鐵可去除63.37% OBA；4S-OBA廢水部分，硫

酸鋁去除率OBA濃度為61.17%；氯化鐵板去除率OBA濃度為54.66%；氯化亞鐵去除率OBA濃度為46.57% ；在模擬黏著物

廢水試驗結果指出，硫酸鋁可去除85.05% SS、54.54% COD及88.36%濁度；氯化鐵可去除83.25% SS、60.00 % COD

及78.78%濁度；氯化亞鐵可去除79.59% SS、54.54% COD及82.46%濁度；在模擬染料廢水試驗結果顯示，硫酸鋁可去

除35.77%真色色度，氯化鐵可去除64.40%真色色度，氯化亞鐵可去除31.15%真色色度。

關鍵詞 : 電解膠凝法、紙廠廢水、真色色度、螢光增白劑、黏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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