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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於太陽能光電產業的迅速成長，因此對6N級多晶矽物料的需求大增。雖能藉西門子法之化學提純方式生產9N純度之矽

料，惟製程之耗能大、產能低、製造成本仍過高，且於製造過程中產出具毒性之反應廢棄物，勢必對環境造成嚴重傷害，

並影響其未來的使用。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探討造渣劑的種類及其添加量，對冶金級矽粉中各種雜質去除之影響進行分析

。選用之造渣劑種類包括高親氧性之氧化鈣、氧化鋁和二氧化矽，具金屬元素去除能力之氫氧化鋇，及能有效降低矽液黏

滯度之碳酸氫鈉。實驗規劃單一成份及複合配比造渣劑的使用，藉改變造渣劑的類型及其添加量，據以探討凝固矽錠中雜

質成份的分佈和增減情形。 實驗結果顯示，單一造渣劑的使用，對矽料中鐵、磷雜質的去除皆有效果，惟獨氧化鋁之除磷

效果較不顯著，且添加量皆不宜過多，以2 wt.%為最宜；至於對硼之去除無明顯成效。至於對複合造渣劑而言，則以適當

配比之氧化鈣與二氧化矽、及少量碳酸氫鈉進行混合，對矽料中鐵、磷雜質的去除皆相當顯著。經分析整體提純結果，建

議選擇1：3：6配比之碳酸氫鈉、氧化鈣與二氧化矽相混合，並以2~5 wt.%造渣劑添加量，應具最佳之雜質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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