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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實驗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對橡膠工業進行臭味氣體之調查。針對工廠的周界與作業環境做監測，檢測項目包

括：VOC、粉塵、硫化氫及硫醇等硫化物。探討橡膠工業臭味之發生源，尋求改善之方法。第二部份是以橡膠工業臭味調

查之結果為背景，將其以吸附法來加以去除。以不同含浸液(NaOH)濃度之活性碳為吸附劑進行吸附實驗，尋求最適之吸

附劑。改變吸附質之入口濃度，探討吸附質濃度對吸附劑吸附作用之影響。研究結果如下： (1) 在橡膠工業的製程方面，

混煉時易有粒狀污染物的逸散；在成型時，有VOC的逸散；而加硫時則有VOC及H2S的逸散，亦有二硫化碳及硫醇等硫

化物的產生。加硫時產生的H2S經採樣五家工廠(共二十點)，其中有五點的H2S濃度超過排放標準。 (2) 由檢測結果得知，

橡膠製造業的主要惡臭物質為H2S、VOC及硫醇。硫化氫不太溶於水，若以水為吸收劑，其吸收效率不高，故以活性碳吸

附法來加以處理；至於VOC與硫醇，也以活性碳吸附法來處理，藉此比較吸附法對硫化氫與硫醇的吸附效率。 (3) 在吸附

實驗中發現，未經浸泡之活性碳AC(0;0) 對硫化氫之處理效率並不理想，但若將AC(0;0) 浸泡NaOH，研製成鹼性添著碳，

則效率可大大的提昇。 (4) 硫化氫之入口濃度會對吸附時間造成影響。當入口濃度較大時，因為容易造成活性碳來不及吸

附，以致吸附床利用率降低。 (5) 在丙硫化醇的吸附實驗中發現，活性碳對其之吸附效率高於硫化氫。 (6) 鹼性添著碳之製

備條件在浸泡NaOH、24 hr濃度2 N時，所獲得之添著活性碳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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