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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計畫今年(112 年)共建置電弧爐煉鋼碳鋼製程 10 家、不鏽鋼製程 4 家及 2 家一貫

作業煉鋼廠產出副產物的樣品特徵，以顯微鏡紀錄其外觀影像、X-射線螢光分析儀(XRF)
分析其元素，當樣品中 Ca/Si 元素含量比大於 0.5、Ca 含量大於 2%或 Fe 含量大於 5%
時，初步判定為爐碴，可藉以區別土壤或爐碴，碳鋼製程氧化碴的鐵含量高，所以表面

很容易看到銹斑；鉻元素為不鏽鋼製程氧化碴的特徵(約 2 至 8%)；一貫作業煉鋼廠高爐

石的特徵為鐵含量低(約 2%以下)、脫硫石的特徵為硫、轉爐石的特徵為磷。另以 X-射
線繞射分析儀(XRD)分析結晶物種，其結晶物種含量間之比例與鹽基度(CaO/SiO2)、煉鋼

製程、原料或冷卻條件相關，鹽基度 CaO/SiO2 高的碴(如還原碴、轉爐石)活性高，結晶

物種以矽酸鈣(Ca2SiO4)佔結晶相比例的第一位；鹽基度 CaO/SiO2 低的氧化碴活性低，

較容易看到長石類、薔薇輝石等穩定的結晶物種；CaF2 造碴後常形成槍晶石(Cuspidine，
Ca4(Si2O7)(OH)0.5F1.5。另發現對於鋼水中含氧量要求高者，如生產 H 形鋼及特殊鋼製程，

加入金屬鋁去氧後，與氟形成 Fluormayenite(Ca12Al14O32F2 )結晶。不鏽鋼製程精煉時間

長，還原碴中氧化鎂含量最高(約 2〜25%)，再利用前必須先安定化避免體積膨脹。一貫

作業煉鋼廠水淬高爐石無結晶相，脫硫石特徵為含有石墨，轉爐石含特殊的黑鈣鐵礦

(Srebrodolskite)。塊狀爐碴利用樹脂鑲埋固定硬化再進行切割處理，看到包覆在爐碴裡

的鐵為未被氧化的金屬鐵，此金屬鐵亦可作為判定樣品來源為煉鋼業爐碴，應用在本年

執行檢調送樣低強度水泥(CLSM) 未依規定使用在管溝回填，12 件樣品中有 5 件含 4〜
10%細粒料，經鑲埋處理切面含金屬鐵及爐碴結晶物種。混雜在塊狀爐碴的煉鋼爐體脫

落的保溫磚，累積更多的案例後，亦能提供污染源鑑識更多有利的訊息，本計畫資料庫

的建置，希望在未來若發生爐碴棄置的事件時，能夠協助限縮追蹤的範圍或製程或是比

對出單一業者，逐步找到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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