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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東縣向陽地區蘊藏豐富的絹雲母礦產(Sericite )，為台灣工業礦物中最具有經濟價值的礦產之一。由於絹雲母之層間具有

鉀離子(Potassium Ion)，層與層間之鍵結為強離子鍵，故不易進行剝層處理。假如能減少鉀離子量或以其他離子置換鉀離子

，降低層間離子鍵強度，則有助於插層(Intercalation)或剝層(Exfoliation)的進行。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利用熔融插層法將絹雲

母插層或剝層，期能製備成成奈米等級原料。實驗設計為利用油浴加熱法(100-200 ℃)進行氫氧化鈉(0, 10, 20, 30, 45 g/5 g絹

雲母)或草酸(0, 2, 5, 8, 10 g/5 g絹雲母)等對於絹雲母層間離子的置換或插層。經插層的絹雲母再利用硝酸(pH < 3)來膨化處

理。處理前後的絹雲母利用X光繞射儀分析儀(XRD)、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掃描式電子顯微鏡附設的能量散布光譜

儀(EDS)來觀察晶面間距是否產生變異，利用比表面積測定儀(BET)及次甲基藍法來觀察表面積的變化。處理後的溶液利用

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ICP)來觀察鉀離子是否熔出。 實驗結果顯示絹雲母原礦經油浴加熱至100、150及200 ℃的熱處理

樣品，XRD圖顯示其晶面間距沒有改變，SEM圖顯示其結構沒有產生變化。在NaOH條件下(0, 10, 20, 30, 45 g)，XRD圖顯

示葉臘石的繞射峰隨著NaOH的添加量與溫度的升高而減少。當添加20 g NaOH及200 ℃時，晶格開始產生變化，添加45 g

NaOH 及200 ℃之酸化後絹雲母的間距，由原樣的3.95 A與6.43 A移至4.36 A與7.9 A，層間距離已有明顯增加。在200 ℃條

件下，比表面積隨著NaOH的添加量，由0 g的23.682 m2/g增加至45 g的77.98 m2/g。從晶格間距及表面積實驗結果顯示，

顯示經油浴加熱反應後絹雲母結晶性降低，層間間距有被撐開的現象。在加熱至200 ℃的條件下，陽離子交換能力(CEC)

值已由添加0 g NaOH的4.98 meq/100 g增加至45 g NaOH的46.8 meq/100 g。在草酸的條件下(0, 2, 5, 8, 10 g)，XRD圖顯示

繞射峰近乎相似，強度也無太大的變化，表示加草酸並無達到剝層或改變層間距離的效果。其比表面積隨著草酸的添加量

增加而減少，所以添加草酸之絹雲母並沒有達成高比表面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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