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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染料是人類用來改變物體顏色的物質，它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從最初的天然染料到現代

大量使用的人工染料，隨著人工染料的開發，其種類和用途都日益增多，人工染料逐漸成

為主流。人工染料不僅廣泛應用於紡織、皮革、造紙等傳統行業，也用於食品、醫藥、化妝品等新

興領域。然而，隨著人工染料的廣泛應用，也帶來了一些環境污染問題。首先，由於人工染料具有

具有很高的視覺可見性和穩定性，即使在水中只有極低濃度，在水中也會呈現明顯的顏色，這會影

響到水體的清澈度，對水生生物之生長造成不良之影響。其次，部分染料也還具有致癌性，致突變

性，等毒性。隨著這些人工染料於不同產業之大量應用，這些產業染料廢水若未處理好，就會將這

些未處理完善的染料廢水排放至天然水域，就會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同時這些染料因為結構複

雜，也大多具有微生物不可分解性，故而使他們成為現今環境保育的關心焦點之一. 因此，如何有

效地處理含有人工染料的廢水，防止其流入自然水體，已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環境問題之一。

台灣人的主食主要是米食，每年都有大量的稻米生產和消費。但是，稻米在收穫後，必須先去

除外層的稻殼才能食用。而這些被去除的稻殼，卻是一種無法食用，也難以處理的農業廢棄物。根

據統計，台灣每年約有50萬噸的稻殼產生，如果沒有妥善利用，就會造成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故

而台灣之稻殼就成為了一種非常量大，且佔用空間的農業廢棄物。本實驗的目的是探討如何將稻殼

這種廉價且易取得的原料轉化為一種有用的吸附材料，用於去除水中的染料污染物。本實驗嘗試將

稻殼進行酸化處理，此種酸化處理之稻殼將作為吸附質，染劑污染物則為使用Methylene Blue (MB)

作為染料污染物的代表，因為它是一種廣泛使用的合成染料，也是一種常用的吸附實驗指標。定量

之硝酸處理之稻殼將與MB水溶液混合，並定時取出樣本來測定硝酸處理之稻殼由水溶液中加以吸附

移除之效率. MB的測量為利用分光光度計並配合上本實驗室中所獲得的亞甲基藍測定之最佳波長

來測量其吸光值而加以計算獲得亞甲基藍濃度.

依據定義吸附等溫線是描述在固定溫度下，吸附劑和吸附質達到平衡時，吸附質在吸附劑表面

的吸附量與吸附質在溶液或氣體中的濃度之間的關係的數學模型。不同的吸附等溫線可以反映不同

的吸附機理和特性，因此選擇合適的吸附等溫線對於分析和預測吸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由歷年眾

多吸附研究文獻中可發現許多研究者發展了一些相異之吸附等溫方程式針對吸附過程進行擬合，並

藉以探討吸附過程之機理，本研究將使用不同之吸附等溫方程式，並利用方差分析法(ANOVA)來評

估它們的擬合程度和顯著性。方差分析法是一種統計學上的方法，用於比較兩組或多組數據之間是

否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將根據方差分析法得出的結果，判斷哪一種吸附等溫線最能夠描述硝酸前處

理稻殼對MB吸附的平衡關係。本研究旨在提供一種有效且客觀的方法，來選擇最適合此實驗的最

適吸附等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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