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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漿紙一貫廠是直接以濕漿形式把闊葉漂白漿送到紙廠產出紙品，其纖維性質是最原始的；纖維素與半纖維素剛經過機械與

化學力的作用，在這一階段再直接讓它們與纖維酵素混合半纖維酵素的商業磨漿酵素反應，可以催化纖維的帚化，水解纖

細物，以期降低磨漿作業之負載，成品紙張展現較佳的物性與光學性質。 參考各種酵素應用的歷史文獻並且執行現場實驗

室測試；以越南紙業總公司為研究場所，取用漿紙合一廠現場剛產出的闊葉漂白木漿樣品，執行實驗與研究。應用22階層

設計，探討主效應X1前反應時間的變化，以及主效應X2的酵素劑量組合，和它們的相互效應影響；以實驗室荷蘭式打漿

模擬磨漿作用，在不同的磨漿階段0、10、20、30與40 min 重複實驗，在每一組實驗後，主效應與的相互效應的結果可以

探查變數間的作用與影響。 實驗結果磨漿叩解度受到磨漿酵素作用影響，而手抄紙的紙張物性，在嵩度的變化隨著劑量與

前處理時間的增加明顯提升，抗張強度則在沒有磨漿力時展現酵素對BHKP的協助，破裂強度與撕裂強度都在酵素與機械

磨漿力作用20 min 後，就不再有太多的變化，驗證了磨漿酵素改變著纖維的性質；多種數據證明了新鮮的BHKP漿料容易

受到酵素改質，在適當的生物催化與機械作力後，它們可以表現出最佳的纖維帚化與更緊密的結合力，但當不適宜的酵素

劑量或反應時間，又施以過多的機械作用力在纖維上，此一漿料就容易有過度磨漿的反效果。 各實驗組的光學反應並沒有

顯著的影響，所有的白度測試都維持在合理的降級範圍，磨漿力傷害光學反射效果，而酵素磨漿並沒有特別突出地維持或

者減緩白度降低。 闊葉漂白木漿剛從漿線產出仍維持最新鮮的狀態，很容易接納催化作用，因此應用磨漿酵素在這一種漿

紙一貫廠的環境，特別需要控制酵素劑量、反應時間與磨漿力道；整個研究過程與數據，相信當前商業酵素大致上可以廣

泛的應用，卻還未精準地發揮效果，所以後續的研究與開發仍有很大的突破空間與優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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