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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向陽絹雲母礦是台東縣向陽地區特有之礦產，是台灣最具有工業價值的礦物之一，絹雲母奈米化研究，目前文獻指出大多

為絹雲母層間離子置換，致使絹雲母層間鍵結力減弱，朝向膨潤剝層的目標已逐漸到達。 本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為探討可膨潤化鈉插層絹雲母之變因，使用水熱法與融熔鹽法對絹雲母進行層間陽離子置換實驗，探討不同的加熱環境

、NaOH添加量、溫度與加熱時間等參數對絹雲母改質，探討其晶格變化、及比表面積與陽離子交換能力(CEC)等的影響

，探討可膨潤化鈉插層絹雲母備製最佳條件。 第二階段為探討鈉插層絹雲母最佳製程，由第一階段試驗結果，擬定可膨潤

化鈉插層絹雲母製程，供鈉插層絹雲母的量產，以CEC檢測、XRD晶格分析、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分析探討鈉插層絹

雲母之轉換度。 第三階段為進行鈉插層絹雲母奈米化，使用陽離子界面活性劑CDB進行有機插層，令奈米級絹雲母達到

穩定分散，以Zeta potential檢測奈米級絹雲母電位變化，探討其電荷穩定變因，並以XRD探討晶格變化，及以SEM觀察分

散情形。 絹雲母經可膨潤化實驗後，水熱法，NaOH濃度於7.5 M，加熱時間為 2 h，加熱溫度200 ℃時，CEC可由原礦

的11.6 meq/100 g提高到33.69 meq/100 g，XRD分析結果指出，在14°、24.4°、43.5° (2θ)，出現新的繞射峰，舊有的

繞射峰大多已消失；熔融鹽法部分，NaOH添加量3 g，加熱時間為1 h，加熱溫度400 ℃時，CEC可由原礦的11.6 meq/100

g提高到51.22 meq/100 g，較低的溫度也有明顯的CEC提高，熔融鹽法試樣在XRD分析，原有繞射峰已經消失，並無產生

明顯的新繞射峰。 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之條件歸納，加熱溫度選擇240 ℃進行探討，結果得知，在加熱時間為4 h、S/N

(sericite/NaOH)=1/1.5，有較高的CEC 為85.9 meq/100 g，且與水熱法有相同的繞射峰，故選擇此條件進行鈉插層絹雲母

量產。 第三階段使用硝酸調整至pH ＜2，使可膨潤鈉插層絹雲母呈透明溶液態，使用陽離子界面活性劑進行有機插層

，Zeta電位分析，試驗結果得知在pH 4~5，添加了CDB之電位值趨於0，對此點進行探討，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指出，經

有機插層後在2972 cm-1 、1650 cm-1、1216 cm-1 等三處產生了新吸收峰，這些與CDB之吸收峰有關，得知使用CDB可對

奈米級絹雲母進行有機插層，由SEM圖得知，添加CDB可令奈米級絹雲母之粒徑縮減有幫助，在雲母的片狀結構，未添

加CDB之試樣尺寸約4 μｍ，添加至5%降至1 μｍ，減少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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