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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鑑於太陽能光電池產業的蓬勃成長，故對太陽能電池級(Solar Cell Grade)之6 N多晶矽原料的需求持續增加。雖然藉西門子

製程(化學提純)方式所生產之多晶矽品質可達9 N以上純度，惟其製造成本過高，且於製造過程中所產生之反應廢棄物具有

毒性，將對環境造成嚴重的傷害及影響未來的使用性。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造渣劑的種類及添加量，對冶金級矽粉中雜

質元素提純的影響進行分析。實驗原料選用冶金級矽，造渣劑選用氧化鈣、氟化鈣、二氧化矽粉末。首先使用單一種造渣

劑，通過不同添加量的變化來觀察造渣劑的添加與雜質成份的變化，然後進行不同種造渣劑相互混合，通過混合比例上的

變化來分析造渣劑與雜質去除的影響。 實驗結果顯示，單一造渣劑的使用對鐵、鋁、硼雜質的去除皆有效果。但是在氧化

鈣與氟化鈣，添加量在1 wt.%以上時，則會有雜質汙染的情況發生；此現象在二氧化矽中並不存在。在單一造渣劑實驗中

，氧化鈣在0.5~1.0 wt.時有最佳的數據，鐵含量可達60 ppm.以下。對除硼而言，則以石墨坩堝使用氧化鈣或二氧化矽皆有

不錯的效果，硼含量可低至1 ppm.，其中尤以使用二氧化矽時可避免鈣元素與雜質的汙染為最佳。若以混合造渣劑而言，

以氧化鈣與二氧化矽等比例混合則是會有最佳提純數據；藉由混合比例的改變，可發現二氧化矽對鋁元素的去除較為有效

，而對於鐵元素的去除，則是以使用氧化鈣的較果較佳。 關鍵字：冶金級矽，造渣劑，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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