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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為了維持與國際間的競爭力，如何符合客戶要求，又能增加嵩度，降低纖維使用量，減少成本，達到最佳效應，

已成為各廠努力之目標。使用高得率之漂白化學熱磨紙漿可有效的提高紙張嵩度與不透明度，但因其木質素含量較高，所

以造成紙張黃化以及白度與視白度較低的問題。為解決此問題，可改變漿料配比、塗佈或利用螢光增白劑特有的光學性質

等方式加以改善。最後按照增白效應較佳之標準，找出濕端配料部分與塗佈塗料配方部份效果較好之實驗配方以訂出適當

之操作條件，期望作為造紙業界的參考。 實驗主要分為螢光增白劑在濕端配料與塗佈塗料配方之應用。濕端配料為探討不

同型態的螢光增白劑在不同漿料配比下，對手抄紙之白度、視白度、CIE L*a*b*值及白水中螢光增白劑之保留率影響。塗

佈塗料部份採用典型銅板紙配方，以了解不同型態的螢光增白劑添加量在三種不同的輔助接著劑配方下，觀察壓光與照

射UV光對塗佈紙張之白度、視白度、CIE L*a*b*值影響。 針闊葉漂白硫酸鹽紙漿中混合15%BCTMP及青蓮染料0.05 %，

分別添加1.5 %二磺酸類與四磺酸類螢光增白劑之白紙白度(90.58 %GE，89.83 %GE)與視白度(113.85 %GE，106.40 %GE)

較高。CIE L*a*b*值隨BCTMP及螢光增白劑添加量增加而有a*、b*值上升之趨勢；螢光增白劑添加1.5 %時出現轉折點。

隨照射UV光時間增加手抄紙之白度與視白度下降，CIE L*a*b*值呈a*值減少，b*值增加，偏向綠-黃色調之趨勢；BCTMP

漿料光堅牢度不佳，易受UV光照射而黃化。添加固色劑會降低手抄紙之白度與視白度，但會增加螢光增白劑之保留率，

而BCTMP由10%增加至30%時，螢光增白劑之保留率下降。吸收係數(k)與手抄紙之白度及視白度成反比，螢光強度則呈正

比關係。 利用CMC輔助接著劑及二、四、六磺酸等螢光增白劑進行塗佈，得含4 %Hexsulpho-B六磺酸螢光增白劑之塗佈

紙白度值90.11 %GE，視白度值92.20 %GE最適合。澱粉、CMC及大豆蛋白等塗料輔助接著劑與螢光增白劑混合後，對塗

佈紙之白度與視白度影響較小；應用略帶黃色之CMC時，其視白度較應用澱粉及大豆蛋白時為低。壓光會使塗佈紙之白

度及視白度下降，但應用CMC為輔助接著劑時，其白度及視白度較應用澱粉及大豆蛋白為輔助接著劑時影響小。經UV光

照射後塗佈紙之白度與視白度均下降，但應用CMC為輔助接著劑時，其白度及視白度較應用澱粉及大豆蛋白為輔助接著

劑時影響小。 二磺酸類螢光增白劑較適用於濕端應用，添加極限為1.5%；最適合之漿料配比為NBKP 20%，LBKP 65%

，BCTMP 15%。六磺酸類以及DSBP螢光增白劑較適用於塗佈應用，最佳之添加量為4%，二磺酸類及四磺酸類螢光增白

劑在添加2.0%時到達極限；利用CMC為輔助接著劑時，白度及視白度較好，對壓光及照射UV光之影響較小。 關鍵字：螢

光增白劑、漂白化學熱磨紙漿、黃化、白度、視白度、輔助接著劑、澱粉、羧甲基纖維素、大豆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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