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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針對廢液晶顯示器(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中之銦、錫等有價金屬進行回收再利用，本研究主要

是將所收集之廢LCD經過人工拆解、液晶去除、偏光膜去除後，再利用浸漬溶蝕、pH值調整等方法來回收玻璃基板上之

銦、錫。本研究首先將拆解後表面沾附液晶之玻璃基板浸泡於乙醇中，並使用超音波清洗法以完全去除玻璃基板表面之液

晶。接著將此玻璃基板浸泡於液態氮中，以使玻璃基板與表面黏著之偏光膜完全分開，如此可得表面尚含銦錫氧化物鍍層

與彩色濾光片之玻璃基板。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經液晶及偏光膜去除分離步驟後之玻璃基板，可以鹽酸及氫氧化鈉作為

浸漬溶蝕液，將其表面之銦錫氧化物鍍層完全浸漬溶蝕回收。 其中最佳之鹽酸浸漬溶蝕條件為：6N鹽酸、固液

比10g/50ml、浸漬溫度70℃、浸漬時間2小時，可獲得銦、錫金屬之100%浸漬溶出效果。此含銦與錫之浸漬液經過濾後之

濾液以氫氧化鈉進行pH值調整至13，以使銦產生沉澱，其最終的銦回收率可達90%。另錫則殘留於pH調整液中，再將含

錫之pH值調整液以鹽酸進行pH值調整至7，使錫產生沉澱，其最終錫之回收率可達100%。 另最佳之氫氧化鈉浸漬溶蝕條

件為：3N氫氧化鈉、固液比10g/50ml、浸漬溫度70℃、浸漬時間2小時，可獲得銦、錫金屬之100%浸漬溶出效果。再收集

此含銦、錫之最佳浸漬液予以過濾，過濾後有價之含銦沉澱物則完全殘留於濾紙上，其最終銦金屬之回收率可達100 %，

另剩下含錫濾液則可進行適當之最終處置或資源回收。 本研究成果不僅可回收廢LCD中銦、錫等有價金屬，且經去除銦

錫氧化物鍍層後之乾淨玻璃基板，亦可供玻璃廠再生利用，如此對廢LCD之減量與再生將有重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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