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著劑對夜光塗料發光效果的影響

余呈毅、彭元興

E-mail: 387127@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添加夜光粉、樹脂及助劑(架橋劑、增稠劑)，以攪拌方式配製出夜光塗料，並以線棒塗布於紙上，形成夜光紙，以

了解添加不同種類的樹脂，對夜光塗料的發光效果之影響。接著劑A添加於夜光粉A和夜光粉B所配製出之夜光塗料有良好

的發光效果，L*可達70左右，而添加在紫色之夜光粉D，L*能接近於50，故接著劑A適用於夜光粉A、B、D，。接著劑B添

加於夜光粉B所配製出之夜光塗料，L*可高達84，添加在夜光粉C之L*也接近於80，添加在夜光粉D之L*有50以上，擁有良

好之發光效果，雖添加在夜光粉A之L*只有60，但減少添加量，可提升10左右之L*，故接著劑B適用於夜光粉A~D。接著

劑C添加至夜光粉A、B、D鎖配製出夜光塗料之發光效果都不太好，但減少接著劑C添加量，L*可提高5以上。接著劑A

、B、C添加於夜光粉E，L*都可在55~60，雖夜光粉E為短效型夜光粉，但餘暉時間只可維持5 min，故接著劑A、B、C不

適用於夜光粉E。表面強度最好的夜光紙之配方為接著劑C添加於夜光粉C，表面強度11~12，最差為接著劑B添加於夜光

粉E，表面強度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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