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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續本實驗室所自製之奈米絹雲母之製備法，並探討奈米絹雲母於使用上分散與穩定的困難處，以高分子包覆及乳化之方

式使奈米絹雲母達到液體中的分散及穩定，藉由改變液體中的內聚力使奈米絹雲母可成功穩定並分散於液體中，最後將奈

米絹雲母進行親油性改質並探討其改質之情況，以利將來奈米絹雲母於油相液體使用上之可行性。 本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階

段，分別為將奈米絹雲母以陽離子型界面活性劑改質，使絹雲母之層間撐開，並了解中性有機改質插層奈米絹雲母懸浮液

於PU溶液之添加範圍與界面活性劑於PU溶液中之最佳添加量；再以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調整不同HLB值加入於水與二氯

甲烷乳化液探討其接觸角之變化與最佳HLB值；最後將奈米絹雲母進行親油性改質，以不同添加量之硬脂酸改質劑進行改

質，探討改質之情形。 有機改質插層後之奈米絹雲母其層間距離打開，經由晶格變化的結果觀察，可知奈米絹雲母已經成

功改質；再以高分子PU水溶性樹脂聚合物作為包覆材料，將改質奈米絹雲母包覆及穩定，結果發現奈米絹雲母的最高添

加量為1 %，若添加高於1 %會造成聚合物與奈米絹雲母嚴重絮凝。以接觸角觀察發現當界面活性劑添加量為1%時，其接

觸角度最小，代表溶液中內聚力降低。藉由不同HLB值及不同種類界面活性劑的混合觀察發現，PU水溶性樹脂經過界面

活性劑調整HLB值後，其水溶液之內聚力下降，造成接觸角度的下降，能使得聚合物更能進入奈米絹雲母層間中，達到包

覆穩定的複合材懸浮液。當HLB值為13.1時，奈米絹雲母於PU水溶液中會有最小的接觸角度，且以TEM照片可以看出加

入界面活性劑的確可以使奈米絹雲母於PU溶液中更為分散。不同HLB值與不同界面活性劑混合下之複合材懸浮液，以中

性奈米絹雲母1%，界面活性劑添加量為1%之接觸角度時，HLB值在13時會有最小之接觸角度，與上一階段試驗之最

佳HLB值相互印證，也同時證明了奈米絹雲母懸浮液對PU水溶液本身內聚力影響不明顯。 以接觸角度觀察二氯甲烷與水

的乳化比例為1比1時會有最小的接觸角度，而乳化穩定時間則與界面活性劑改變乳化液中內聚力的影響大，過高的HLB值

其穩定時間不佳。 奈米絹雲母以硬脂酸改質經由FTIR官能基變化觀察發現，硬脂酸已成功接至奈米絹雲母之官能基中，

並且能在油相溶液中進行分散；以XRD觀察其繞射峰變化發現，硬脂酸的介入對於奈米絹雲母本身的晶格與晶型並無明顯

之影響與變化；以SEM觀察其表面形態發現，奈米絹雲母表面可發現屬於硬脂酸形狀於絹雲母表面產生，證明硬脂酸已成

功改質奈米絹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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