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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處理一般廢棄物與龐大的農林廢棄物，且因應國內焚化爐除役時程，開發資源再利用技術已備受矚目。其中，生質物料

低溫裂解(亦稱焙燒)產製固體替代燃料即為再利用重要方法之一。垃圾中有大量生質纖維以及農業廢棄物如稻草與木屑，

是為良好的纖維來源之一。 本研究利用熱重量分析儀(TGA)及實驗室級低溫裂解系統，探討木屑、稻桿及生質纖維在不同

條件下之焙燒情形。研究結果顯示，木屑、稻桿及生質纖維焙燒較佳之焙燒溫度與時間分別為：290℃與40min、260℃

與30min及280℃與40 min。其中焙燒之固體、液體及氣體產物百分比為，木屑：49.43、30.85、19.72%，稻桿：51.48

、22.97、25.56%及生質纖維：67.56、17.82、14.62%。於。經焙燒所得之生質碳，除了可以添加於煤炭中混燒外，本研究

亦進行生質碳於溫度700及850 ℃、含氧量2及10 %及停留時間(0、30及60 min)之氣化實驗， 並探討生質物有無焙燒對氣化

反應之影響。 氣化結果顯示，氣化時間之長短對固、液及氣體產物之百分比影響不大，氣化溫度由700 ℃提升至850 ℃，

則氣體產物增加15 %，而氧氣由0.4 %提升至2.1 %，則固、液及氣體產物之百分比影響不顯著。焙燒後之生質物氣化反應

所得固體百分比高達49 %左右。三種生質物氣化後氣體產物依熱值大小排序為稻稈>木屑>生質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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