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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資訊產業蓬勃發展，廢手機日益增加，其處理問題也變得更加迫切。由於手機種類繁多，且不乏含有高價值的物質，

甚至有害成分，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因此，若能善加處理，必定可減輕環境污染問題及回收有用的物質。 本研究探

討金屬Cu對廢手機主要成分(塑膠殼、電路板、螢幕)熱裂解之影響。藉由熱重量分析系統（Thermogravimetric Analyzer ,

TGA）來探討廢棄手機在氮氣環境下，不同升溫速率(分別為2、5及10 K/min）熱裂解之動力學。以個別成分之重量消失

曲線計算求得不同反應條件下的動力參數(活化能(E)、頻率因子(A)及反應級數(n))等及建立反應動力方程式，並以比例加總

方式模擬比較手機熱裂解實驗?與計算值之TGA曲線。 研究結果顯示，在未添加Cu及氮氣環境之條件下實驗?與計算值比

較之決斷係數，氮氣環境熱裂解塑膠殼為0.99、0.99、0.99，電路板為0.97、0.95、0.81，螢幕為0.97、0.99、0.99，混合塑

膠為0.95、0.96、0.94，混合塑膠添加金屬Cu為0.98、0.97、0.97；顯示一階段反應模式適用於手機塑膠殼、螢幕，而二階

段反應模式適用於手機電路板、混合塑膠與混合塑膠添加金屬Cu之熱裂解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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