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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造紙業在大量使用回收紙的再生纖維，以降低成本。且在環保及成本考量下，大量重複使用循環水，以降低清水用量

，導致抄紙和白水系統中，累積大量的黏著物，進而形成沉積物，於是在抄紙過程造成斷紙，造成抄網阻塞或毛毯等問題

，並產生斑點、破孔等紙病，降低紙張品質，間接影響紙機生產效率。因此本研究擬其對策，在黏著物進一步形成沉積物

時，添加沉積物控制劑加以控制，評估其效果；並且收集相關黏著物的來源，建立一套圖譜資料庫，以便後續分析，期待

對黏著物有進一步了解

本研究主要可分成三個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為利用沉積物控制劑，添加於紙機上，取其面、中、底的頭箱漿料及白水，

藉由樹脂障礙分析儀及濕端的分析，以判斷沉積物控制劑之效果。第二階段利用6種不同接著劑於7種陽離子添加比例之下

，依其較大的沉積量，以找出4種易造成沉積物之接著劑。並添加4種接著劑於漿料中，並利用4種沉積物控制劑，對沉積

物加以控制，以期找出相對應的沉積物控制劑。第三階段為將已知可能產生沉積物的成份加以蒐集，以傅立葉紅外線轉換

儀分析，判斷官能基，建立圖譜資料，便於日後比對現場所蒐集的沉積物，以利推判沉積物來源。

本研究於現場試驗實驗結果可得之，沉積物控制劑於面、底漿分別添加600、300 ppm。面漿濕端分析，濕端系統的白水濁

度，下降約30~40%。白水的COD降低幅度約30~50%。樹脂障礙分析儀於面漿分析結果顯示，加藥控制24小時，系統膠

體數目下降幅度達90%左右，膠體粒子仍維持一樣大小。停藥八小時後，空白組的膠體數目與大小，與加藥期間有相同效

果。底漿濕端分析結果顯示，白水濁度與生化需氧量無明顯變化。底漿樹脂障礙分析結果顯示，加藥後，白水膠體數目減

少大約50~60%，而粒子大小則無明顯變小。

不同接著劑對沉積物之影響試驗結果顯示，當陽離子聚合物添加比例為1.4%時，以 SBR、PSA、PVA、EVA較易造成沉積

物的接著劑，沉積量分別為189.3、174.2、151.6、137.15 mg。不同沉積物控制劑對SBR的影響試驗結果顯示，以Poly

DADMAC去除效率最佳，濁度去除效率為78.1%，COD去除率為30%。不同沉積物控制劑對EVA的試驗影響結果顯示，

以Poly amine去除效率最佳，濁度去除效率為75.5%，COD去除率為28.3%。不同沉積物控制劑對PSA的影響試驗結果顯示

，以Poly DADMAC去除效率最佳，濁度去除效率為71%，COD去除率為30.5%。總而言之去除效率不僅取決於定著劑的

電荷量，而是與定著劑中聚合物的種類(結構)有關；由此可得出結論，定著劑的表面電荷不是其去除效率的唯一指標。

沉積物來源皆以市售的化合物當作來源，利用FTIR在450~4000 cm-1分析，並建立沉積物來源圖譜資料庫。由工業用紙機

壓水部的沉積物定性分析結果顯示，壓水部上的沉積物，可能由PVA、EVA、PVAC化合物所引起，進而形成沉積物。由

工業用紙機刮刀上的沉積物定性分析結果顯示，刮刀上的沉積物，可能由SBR、PVA、PVAC化合物所引起，進而導致沉

積物的形成。

關鍵詞 : 黏著物、沉積物、紙病、沉積物抑制劑、膠體物和溶解物、樹酯障礙分析儀、傅立葉轉換遠紅外線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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