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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紙張具有通訊、包裝的功能，對於紙張紙力學性質有一定要求。現階段各紙廠對於紙張紙力學性質之改良為添加礦物質

填料至漿料中，以改善紙張的物理及光學性質，然而填料的添加亦是生產成本之一，若能以不改變填料添加物比例為前提

，透過物理方式改變漿料纖維與填料接合結構，進而改善紙張紙力學性質，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參照基本的紙

料製備作業流程，使用不同濃度漿料，添加不同種類不同比例的礦物性填料，在漿料和填料混凝時調整攪拌速率及混合時

間，改變纖維與填料絮凝的程度，然後進行紙料抄紙的動作。以期剪應力的改變可以增加纖維與填料接合之機會，進而提

高紙張強度，改善紙張紙力學性質。 　　研究結果指出，填料與纖維結合過程增強剪應力會使紙張物理性質有所提升，增

強 400 rpm的攪拌速率，其手抄紙破裂指數提升 15%、抗張指數提升 15.8%，且手抄紙中灰份增加 2.5%；延長紙漿與填料

混凝時間 10 min，其手抄紙破裂指數提升 2%，抗張指數提升 1.9%，灰份增加 1.5%，較佳的操作參數為紙漿濃度2%，攪

拌速率1000 rpm，攪拌時間30 min；相對的，紙張光學性質則下降，白度下降1.6%，不透明度下降1%。填料方面，以絹雲

母或滑石粉等礦物性填料取代部分碳酸鈣進行手抄紙，與單獨使用碳酸鈣進行手抄紙進行比對，增加絹雲母或滑石粉等填

料其手抄紙有較好的物理性質，添加絹雲母其手抄紙物理性質提升範圍為 4~5.7%，添加滑石粉其手抄紙物理性質提升

2.1~2.5%，但光學性質則有下降現象，添加絹雲母其手抄紙光學性質下降範圍為 1.1~1.9%，添加滑石粉其手抄紙光學性

質下降範圍為1.5~3.6%。若不強調極高的紙張白度，可適當添加絹雲母或滑石粉填料以增強紙力學性質。 　　使用掃描

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得知，濕端填料形成絮凝團後，附著在纖維與纖維間的交接處與纖維表面形成較大的片狀填料，增加纖

維和纖維間的結合力，提高紙張的物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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