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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纖維素為地球上儲存豐富的高分子資源，可迅速再生。本研究利用天然木麻黃自製漂白硫酸鹽漿當材料，以TEMPO催化

氧化法的方式降解木麻黃漿，製備纖維素奈米纖維。 本研究應用TEMPO催化氧化法製備木麻黃纖維素奈米纖維，藉由24

因子設計，探討TEMPO添加量、NaBr添加量、NaClO添加量和反應溫度等4個因子對得率的影響及在氧化過程中的交互

影響，找出最適合製備纖維素奈米纖維的反應條件；再以雷射粒徑分析儀與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及X

光繞射分析儀等儀器加以檢測，分析產物尺寸分布、型態及官能基變化。 最佳得率條件為：TEMPO 0.2 mmol/g、NaBr

2.0 mmol/g、NaClO 10.0 mmol/g、反應溫度5℃條件下製得纖維素奈米纖維，得率為81.4%。經粒徑分析儀分析實驗結果

顯示，可得產物粒徑為320.7 nm，平均尺度為474.04 nm。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測結果為長纖交織狀纖維素奈米纖維，長度

約為500 nm、寬度約為5-10 nm。X光繞射分析儀顯示纖維素奈米纖維呈現纖維素Ⅰ型狀態。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儀指出

，3000 ~ 3600 cm-1處羥基數量增加，顯示纖維分子間氫鍵也產生斷鍵，表示可用於改質的官能基與反應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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