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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電荷的乾、濕強劑，利用不同的添加量以及不同的添加方式，包括：單獨添加、連續添加以及混合添

加三種方式。 實驗結果顯示，在階段一單獨添加時，添加濕強劑，嵩度的變化量約為5%，抗張指數約提升23%，撕裂指

數則是提升37%；當添加乾強劑時，嵩度的變化量約為2%，抗張指數提升26%，撕裂指數提升37%。此階段研究顯示濕強

劑對於嵩度變化有利於乾強劑，而且隨著添加量的提昇，抗張指數及撕裂指數均逐步提升，但是嵩度卻越來越趨緩。 階段

二中，先讓濕強劑與紙漿反應後再加入乾強劑進行反應，嵩度能提升6%，抗張指數提升約30%，撕裂指數則提升46%；反

之，先添加乾強劑後再加入濕強劑進行反應之紙張，嵩度能夠提升4%，抗張指數提升20%，撕裂指數提升32%。根據實驗

結果指出，先加入濕強劑無論是在嵩度、抗張指數還是撕裂指數，都有利於先加入乾強劑進行反應。 實驗階段三為先混合

乾、濕強劑，再添加於紙漿中：乾強劑倒入濕強劑中混合反應，可以使嵩度提升6%，抗張指數提升23%，撕裂指數提

升37%。而濕強劑先與乾強劑混合後的結果，可使紙張嵩度提升5%，抗張指數提升20%，撕裂指數提升41%，顯示階段三

，在乾、濕強劑先混合再添加的狀況下，紙張嵩度和抗張指數都比單獨添加時佳。 利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可看出，濕強劑

成現不規則形，而乾強劑屬於長鏈狀的結構，也因此乾強劑的增厚效果並沒有濕強劑的效果顯著；當兩者混合之後濕強劑

會將乾強劑包附起來，以至於無論是嵩度提升或是在物理性質方面都比單獨添加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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