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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濕式氧化法製備高鐵酸鉀並應用處理染料污水進行探討分析。尋找高鐵酸鉀最佳生產條件達到高純度及最大產量

之目的。同時以高鐵酸鉀濃度溫度及pH值作為高鐵酸鉀處理染料污水的變因，討論分解情形。結果顯示高鐵酸鉀的最佳

製備條件為氫氧化鈉添加量40 g、硝酸鐵添加量4 g、反應溫度25℃、反應時間150分鐘及烘箱溫度60℃，以此條件可得純

度＞99.99%。以高鐵酸鉀處理染料污水，研究結果發現極微量(≦20㎎/L)的高鐵酸鉀在弱酸條件下可有效分解(1/1000

㎎/L)染料污水，以UV-vis檢測可得＞99.99%的降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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