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鐵氧磁體法固化重金屬污泥之研究

劉忠軒、葉啟輝

E-mail: 387117@mail.dyu.edu.tw

摘 要

電鍍產業產生的重金屬污泥占台灣有害事業廢棄物相當大的比重。本研究以電鍍污泥加入氧化鐵進行高溫燒結。並探討在

高溫處理過程中溫度、持溫時間、氧化鐵添加量對於降低重金屬污泥溶出之成效。燒結溫度650℃、持溫時間0.5 hr以下，

對鎳、鎂離子的溶出沒有顯著成效。在考慮能源消耗等經濟效益的前提下，最佳燒結條件擇以：800℃、持溫1小時、氧化

鐵添加比1：1，可將鎳離子減少78%的溶出量，鎂離子減少80%的溶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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