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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隨著國際紙漿價格急速飆漲，每噸由450美元急漲至760美元，甚至連國內、外廢紙價格亦水漲船高。國內造紙廠原

生木漿使用率約占23 %、舊瓦楞紙箱使用率約占77 %，故如何降低原生木漿使用量，並以低價原物料取代來降低抄造成本

為當務之急。本研究將羧甲基纖維素(CMC)運用在磨漿及濕端製程上，期望在紙張物理性質提升及磨漿能源上有所助益，

以提供作為造紙業界抄造之參考。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CMC對於磨漿及濕端製程的效應，實驗共分為五階段。第一階段磨

漿效益實驗，觀察添加CMC對於不同轉速的磨漿游離度及紙張物理性質的影響。第二階段紙張物理性質提升實驗，在相

同游離度下，探討CMC對紙張物理性質提升的效果。第三階段陽性澱粉與CMC併用的影響實驗，在前面兩階段的實驗結

果，取較佳的漂白長纖及漂白短纖漿料添加陽性澱粉，觀察陽性澱粉與CMC併用對於一次保留率及紙張物理性質的影響

。第四階段CMC的經濟效益評估實驗，由漿料填料配率中降低10 %的漂白長纖用量以漂白短纖取代，添加濕端功能助劑

，評估CMC的經濟效益。第五階段CMC在紙機實際應用的效益評估實驗，將CMC應用在文化用紙抄紙機上，觀察其對磨

漿機能源及紙張物理性質的影響。 磨漿效益實驗結果顯示，在相同磨漿程度下，各種漿料游離度隨著CMC添加量之增加

而降低，因而達到降低磨漿機能源的目的。各漿種在添加CMC後對於磨漿游離度降幅，以漂白長纖(1)最大，當磨漿後游

離度過低時，CMC添加效果反而會降低。在紙張物理性質方面，抗張指數及破裂指數以未漂白長纖最高，隨著CMC添加

量之增加而提升，而對於撕裂指數則提升效果不大，紙張物理性質提升仍以未漂白長纖最佳。 紙張物理性質提升實驗結果

顯示，在相同游離度下，一次保留率及紙張物理性質均隨著CMC添加量之增加而提升。一次保留提升率及紙張物理性質

提升率以未漂白長纖最佳，而以磨木漿漂白化學磨木漿及台灣舊瓦楞紙箱較低，CMC添加量在0.2 %以上效果更為顯著。 

陽性澱粉與CMC併用的影響實驗結果顯示，添加1 %的陽性澱粉比未添加陽性澱粉的一次保留率提高。漂白長纖(1)增加0.5

%，漂白短纖(1)增加0.4 %，且比未添加陽性澱粉時提升率較高。對於紙張物理性質的影響，添加1 %的陽性澱粉比未添加

陽性澱粉，抗張指數及破裂指數均明顯提高，且隨著CMC添加量之增加而提升。 CMC的經濟效益評估實驗結果顯示，降

低10 %的漂白長纖使用量，以漂白短纖 10 %取代，在達到相同物理性質以回歸方程式計算結果，CMC添加量須為0.2 %，

添加CMC成本及降低漿料成本將增加150.7元/噸紙。 CMC在紙機實際應用的效益評估實驗結果顯示，在紙張物理性質方

面白度、抗張指數及層間強度均有提升。CMC添加0.3 %，磨漿機能源節省42.8元/噸紙，添加CMC成本及節省能源成本

將增加251.2元/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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