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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乳酸(poly lactic acid, PLA)具有與聚酯類相似的防滲透性，光澤度、清晰度和加工性與聚苯乙烯相似。其玻璃轉化點低，

比聚烯烴具備更佳的熱塑性。若能將其液化，除可提升使用靈活度，亦可與造紙做進一步結合。 本研究先探

討HLB(hydrophile-lipophile balance, HLB)值及界面活性劑種類對聚乳酸乳化液表面張力之影響，再利用因子設計，分析增

稠劑添加量、震碎時間及震碎功率對聚乳酸乳化穩定度的交互影響，並以接觸角測量儀觀測其接觸角度，再以DLS分析乳

化液液滴的尺寸分布，以期找出乳化穩定度最佳之條件。 以最佳乳化穩定度的條件製備聚乳酸乳化液，並加入奈米絹雲母

及微晶纖維素，製備出複合材乳化液，再以TEM觀察複合材料與聚乳酸間的包覆情況。將乳化液塗布於紙張，探討乳化液

對抗張強度、防油度、防水度及阻氣度的影響。 聚乳酸乳化實驗最佳條件為：在HLB值13.9，界面活性劑混合比例為40 %

的20AB 45 %的964H 15 %的CDB，乳化維持時間可達340秒，以接觸角測量儀觀測其接觸角度為9.4，DLS分析乳化液液滴

粒徑為726 nm。加入增稠劑3.5 %，以180W震碎功率震碎5分鐘，乳化維持時間可達兩日以上，乳化液液滴粒徑為537 nm

，接觸角度為69.1。 加入0.25 %複合材料後，TEM觀察發現，聚乳酸可完全包覆複合材料，形成S/O/W乳化液。 將複合

材乳化液塗布於紙張上，以SEM觀察發現，實驗室自製奈米絹雲母中含大量鹽類，大顆粒鹽類及微晶纖維素會破壞塗布層

，造成孔洞產生，塗布紙之抗張強度隨奈米絹雲母以及微晶纖維素增加而下降，增稠劑的添加亦可提升抗張強度，但影響

程度低，塗布量上升後，抗張強度也隨之上升。 絹雲母及纖維素的添加比例提高，塗布紙的防油度隨之下降。塗布量增加

，塗布層厚度較厚，防油的效果較佳。增稠劑的添加比例提高，可使塗布紙的防油度增加。 聚乳酸複合材塗料，防水效果

差。塗布量較高時，因塗布層較厚，防水效果高於低塗布量。在塗布量較低時，其阻氣效果極差。塗布量高，因其厚度較

厚，空氣仍無法穿透，故阻氣度較佳。且聚乳酸薄膜本身阻氣效果良好。

關鍵詞 : 聚乳酸、奈米絹雲母、微晶纖維素、乳化、HLB值、接觸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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