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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針對太陽能電池製程中矽晶棒切割過程所衍生的「含切削油廢矽泥」進行資源回收之研究，以回收含切

削油廢矽泥中之有價資源矽、碳化矽及切削油。本研究主要工作內容包括：切削油清洗、矽溶解與切削油過濾分離、矽產

品純化、銅鐵雜質去除、碳化矽純化。

根據本研究成果顯示，含切削油廢矽泥以溶矽劑予以溶解矽粉微粒，可提升含切削油廢矽泥之切削油過濾速率。經溶矽過

濾分離後，可得到無油乾燥固體及濾液，將過濾後所得到之濾液，經靜置分層後，其上層液即為乾淨切削油，此切削油尚

含有6893(cal/g)之熱值，可回收做為補助燃料；另靜置分層後之下層含矽濾液經晶析後，可得到含矽結晶產品。另過濾分

離後之無油乾燥固體經添加銅、鐵浸漬劑後，可去除其中99%之銅、鐵雜質。再將此已去除銅、鐵雜質之固體再次以溶矽

劑予以溶矽純化，即可得到高純度之碳化矽產品。

關鍵詞 : 含切削油廢矽泥、切削油、矽酸鈉、碳化矽、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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