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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是陳冠華，現在高二，還記得高一被拉入這個科展的世界時，還是個懵懂

無知的菜鳥。以前，在數理科方面，總覺得化學是一門比較需要背的科目，但直

到做了科展，才發現自己很喜歡在實驗中把上課學過的東西套用的感覺。而過程

中，失敗時的失落感，以及完成後的滿足感，不斷交替著，則更加豐富這次難得

的經驗。當初做科展時，認為犧牲了好多時間，但卻瞭解到自己其實並不只是單

純學到這些知識而已，而是使自己從原本只會死讀書的學生，到學會自己動手下

去做，甚至整個思考模式的改變，明白到讀書並不像以前所想的那麼樣枯燥。總

之，這段期間，真的很感謝我的伙伴以及指導老師 SD，還有其他所有幫助過我們

的人。 

 

 

 

 

 

 

 

 

 

 

 



 2

作者簡介 

 

你問上面的呆子是誰？就是我－鄧以柔，台南女中高二生。在努力不被課業壓成白痴的

同時，只希望求得各科課業中求得平衡。所有科目中，我較喜歡生物和地理，可算是較擅長

的科目吧！如今正努力在所謂的「貧民窟」〈醫農組〉求生存。這裡人多、嘈雜，空間小、垃

圾多，天兵、瘋子也多，使我深刻了解─「天才與白痴是一線之隔的。」 
我曾經參加四次科展，而且得過二次優勝和一次佳作。自從參加科展之後，我發覺到它

有趣的地方是可以學習到課本外的知識，能自由地找尋問題的答案，並跟其他人分享我們成

果，除此以外，我也學會如何將實驗內容的步驟加以整理、陳述。自小我是一個內向的小孩，

因此很少在公開場合表達自己的意見，也因此不善言詞，只要面對陌生人就會很緊張，但是

經過「科展」的洗禮後，我學習到更有條理地陳述自己的想法，也較能自在地和陌生人溝通，

更懂得實驗操作，可說是穫益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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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綠色陶土分子篩─污染大剋星 

The Green Nano-argillaceous Fe-zeolite catalyst─an Antidote to organic pollutants 

1、中文作品摘要： 

現今日常生活充斥著有機污染物，然而處理含有有機污染物的廢水需要極高的成本，有

鑑於此，我們參考 Fenton Reaction，從成本、毒性、活化能、操作方便性、二次污染及經

濟效益的多方考量下，選擇以分子篩來固定鐵、鈷、鎳、錳、鋅之金屬離子，並決定以鐵分

子篩為研究主軸，並探討其催化過氧化氫對有機物的分解。 

鑒於粉末狀的分子篩容易流失，我們以陶土固定分子篩，製作成反應杯槽，發現了分子

篩與陶土的結合性。接著藉由二氧化碳感測器及光譜儀來感測有機物的分解速率，在控制溫

度，濃度等條件下，探討分解有機物的反應及其反應時的特性。 

由實驗結果得知，分子篩能有效分解簡單醇類、氯仿、四氯化碳及 indigo。使用 0.35

克陶土鐵分子篩，1M以下的雙氧水50ml，其分解異丙醇所生成二氧化碳的速率可達0.34-0.55 

ppm/sec 之間（3.1-4.9×10-9mol/sec），此外有機氯化物分解後生成無毒性的氯離子；indigo

染料分解後褪色。本實驗證實，陶土鐵分子篩：一、可以重複使用；二、可在較低濃度環境

下運作；三、在酸性較弱環境下運作；四、可在低溫環境下運作(10℃)；五、不須對大量鐵

離子做沉澱回收的工作（此五點優於 Fenton Reaction）。相較於 TAML 等人工合成的催化劑

雖有避免污染的優點，但卻有無法重複使用的缺點，綜合以上幾點看來，陶土鐵分子篩在操

作方便性及經濟與環境保護上具有相當的潛力及價值。 

 

 

 

2、Abstract： 

With organic pollutants everywhere and the high cost to dispose of them, this study, a 
two-stage experiment, aimed first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zeolite with different metal ions and 
then to compare their rates in reacting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matter with hydrogen 
peroxide as the catalyst. Since zeolite powder can be easily washed away, we tested zeolite with 
clay to hold such metal ions as Fe, Co, Ni, Mn, and Zn and finally used the Argillaceous Fe-zeolite 
for its superiority on the basis of cost, toxin, activation energy, easy operation, and contamination. A 
carbon dioxide sensor and a spectrometer for visible light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decomposition 
rate of organic matter under controlled temperature and resolution concentra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zeolite achieved excellent effects in decomposing 
organic chlorides such as lower alcohols, chloroform, and carbon tetrachloride. When 0.35g of 
zeolite and less than 1M of hydrogen peroxide resolution were used the rate of carbon dioxide 
production reached 0.34-0.35 ppm/sec (3.1-4.9x10-9 mol/sec). The decomposition of organic 
chloride produced nontoxic Cl and the indigo dye faded after it was decomposed.  

Our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Argillaceous Fe-zeolite has the following five advantages over 
Fenton Reaction. First, it can be reused. Second, it performed well at lower concentrations. Third, it 
worked well under weak acid conditions. Fourth, it worked at a lower temperature (20℃). And 
finally, there was no need to recycle a large amount of Fe ions. Argillaceous Fe-zeolite was also 
found to be superior to TAML,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avoiding contamination but is not 
reusable.  

The above observation and discussion demonstrate that Argillaceous Fe-zeolite possesses very 
significant value in terms of easy applicati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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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壹、研究動機 

環境不斷惡化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人們運用化學的方法與大自然完全不同。如醫藥界、

塑膠業與殺蟲劑業合成的分子，與天然化學產物的差異實在太大，因此這些分子有許多不易

降解。以氯的使用來講，製造業中氯常被用來大量洗滌與消毒，甚至飲用水也免不了用氯來

處理。雖然氯既經濟又有效，但使用過後的副產物卻會對環境及生物造成極大的影響。在自

然狀況下，氯是以氯離子或溶解在水中的氯鹽形式存在，並無毒性，然而一旦氯元素與其他

分子發生反應，所產生的化合物卻可以改變活體動物的生化反應。因此，我們很想知道，是

否可以請出自然界所用的「清潔劑」，即過氧化氫和氧，來降解氯的化合物，使其回歸到無毒

性的氯離子，或者更進一步，我們是否能夠不仰賴氯，而達到淨化水質減少工業污染物的目

的？這兩種清潔劑能以安全且強力的方式降解許多污染物，不過自然界進行這些反應通常需

要酵素的幫忙(酵素是生化反應所用的催化劑，可大幅提升反應速率)。面對這樣的挑戰，綠

色化學家紛紛研究較為安全的環保替代物，或模擬酵素作用的機制製造出消除污染的催化

劑，本實驗室的研究團隊，在進行鐵分子篩過氧化氫感測器研發時，意外發現鐵分子篩有分

解有機物的能力，因此，我們針對有機氯化物及一般有機物進行分解實驗並加以探討。由於

陶土分子篩通常非常穩定，我們希望能藉由陶土分子篩找出永續且經濟的方法來解決污染的

問題。 

 

貳、研究目的 

製作不會溶出、低成本、低毒性、且低活化能的金屬分子篩。進一步分析比較陶土分子

篩對有機物的分解效能。確認陶土分子篩的重複使用性。 

參、研究原理 

1、 分子篩：多孔性的矽鋁酸鹽亦即沸石，分為低、中、高及全矽，具特定規則的晶體

結構、分布均勻的孔洞，因此具多孔性具催化及吸附效能。 

2、 設 Rate 為過氧化氫的分解速率，k為反應速率常數，[S]為過氧化氫濃度。 

[ ]nSkRate ×= （反應速率方程式） 
RT
Ea

eAk
−

×= (阿瑞尼士方程式) 

[ ]SnkRate logloglog +=  

3、 Fenton's Reaction 用 Fe2+ 作催化劑，反應機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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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備及器材 

1、 電磁爐 

2、 高溫爐 

3、 恆溫槽 

4、 日立 U2001 紫外/可見光吸收光譜儀 

5、 scienceworkshope750 介面卡 

6、 自製氣體壓力感測器及儀表放大線路 

7、 二氧化碳氣體感測器 

8、 pH 值感測器 

 

照片一:有機物分解檢測系統架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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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流程圖

 

 

實驗一.製備不同鋁矽比的分子篩，並探討其催化性

低矽較佳

實驗二、三.將空白分子篩浸泡於金屬鹽溶液中 

分子篩有明顯變化 

實驗四.燒結後測其催化性

決定以鐵分子篩作為研究主軸 

實驗五.利用離子交換及硝酸鐵直接取代鋁酸鈉水熱合成兩法製備鐵分子篩 

實驗六.檢測鐵在水中是否會溶出

水熱合成外觀較為均勻 

實驗八.製備陶土分子篩

實驗九、十.利用電壓差與壓

力差測得其分解雙氧水速率 

實驗十一、十二.改變溫度、濃

度，求得其反應級數，活化能

實驗十五. 

有機氯化物分解

實驗十四.探討陶土分子篩

還原及重複使用的方法 

發現分子篩催化力

有衰退的情形 
實驗十八.Indigo

染料分解 

實驗十七.固定陶土

分子篩製作反應杯槽

實驗十三.分解異丙醇，

探討速率，衰減情況 

實驗十六.反應

時的 pH 變化 

實驗七.分子篩

的儀器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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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實驗一】各種鋁矽比例之奈米分子篩的製備及催化能力探討 

1、 不同比例分子篩的製備 

(1) 依據下表的比例秤取鋁酸鈉與矽酸鈉。 

(2) 分別將鋁酸鈉溶液與矽酸鈉溶液混合，得到六種不同比例之溶液 

(3) 均勻混合後隔水加熱 2.5 小時 

 表一 

 組別 1 2 3 4 5 6 

莫耳數 0.009 0.008 0.007 0.006 0.005 0.004 Al2O3․Na2O 

質量(g) 1.476 1.312 1.148 0.984 0.820 0.656 

莫耳數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Na2SiO3․5H2O 

質量(g) 1.484 1.484 1.484 1.484 1.484 1.484 

鋁矽莫耳數比  9/7 8/7 7/7 6/7 5/7 4/7 

2、 燒製鉑分子篩 

(1) 取各種不同比例之分子篩 

(2) 浸泡(Pt(NH3) 4Cl2․H2O)PtCl4異丙醇溶液 

(3) 放進高溫爐(在 15 分鐘內升溫置 125oC，並且維持在 125oC 15 分鐘) 

3、 各種含鉑分子篩對 H2O2催化分解速率比較 

(1) 各組分子篩分六等份(每份 1.76g)，以作出六個數據。 

(2) 每一份加入5ml的水以及分子篩置入注射筒A，並將雙氧水(35%)置入注射筒B。 

(3) 雙氧水經三向閥打入注射筒 A，紀錄紅色水柱位移三十公分所需的時間。 

圖一 

表二               照片二：不同比例之分子篩 

                                

結論:最後做出灰色粉末狀分子篩，其中以低矽比例(鋁/矽=9/7)的催化性最好，推測 

  其表面可吸附的鉑黑最多。 

【實驗二】各種金屬離子電導檢量線之求取及利用電導測定分子篩之離子交換法─時間與離

組別 平均時間 

1 22.39 

2 29.90 

3 79.13 

4 39.10  

5 87.59  

6 81.76  

0cm              30cm 
注射筒 A  分

子篩、水 
注射筒 B   

雙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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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取代量的關係 

1、 金屬鹽濃度對比電導差值作檢量線圖 

(1) 採用硝酸鐵、氯化亞鈷、硝酸亞鎳、氯化亞錳、硝酸鋅等金屬鹽溶液。 

(2) 取同一個規格為 50ml 的燒杯(以固定截面積)，以滴定管裝入 60ml 純水。 

(3) 以微量滴管加入金屬鹽溶液(系統濃度分別為 n×10-4M，其中 n=0、3、6、9、12、

15、18、21) 

(4) 讀取各個濃度對應的電導值。 

(5) 以金屬鹽濃度對比電導差值作檢量線圖。(詳見附錄 1) 

2、 金屬離子濃度衰減與時間關係─求時間與離子取代量的關係 

(1) 取各金屬鹽溶液(0.6M)20mL，各加入 3克空白分子篩浸泡 

(2) 利用此檢量線檢測時間與電導變化的關係如下表。 

             表三 

金屬 比電導(μs/cm) 金屬離子濃

度(M) 

浸泡時間

(hr) 

鐵  2000 0.70  8 

鈷 1150 1.01  24 

鎳  730 0.73  24 

錳 1250 1.00  24 

鋅 349 0.28  24 

照片三：低矽分子篩浸泡各種金屬鹽溶液 

 
3、 結論： 

(1) 由實驗觀察到硝酸鐵溶液在 8小時之後便已完全固化成棕色膠狀物，無法再取

出上層液，故以 8小時的數據作為結果。 

(2) 鐵:呈膠狀物(推測可能有發生結構改變)，棕色，黏度大。鈷:呈紅色；鎳:呈

綠色；錳:呈粉紅色，與鈷相似；鋅:呈白色。 

(3) 關於硝酸鋅溶液的離子濃度在 24 小時後下降的情形，推測應是鋅離子物理附

在分子篩中，而無離子交換的現象。 

(4) 最初預測金屬離子是以物理吸附的方式嵌合在分子篩，故我們預測金屬鹽溶  

液的電導會隨時間下降，但依據我們測得的數據，發現電導反而增加，若依據

檢量線，則濃度比初始濃度(0.6M)高，因此我們預測有發生離子交換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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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電導並無法求得溶液中某特定離子的濃度，所以我們進行實驗三來進一

步求證金屬離子是否被取代至分子篩中。 

 

【實驗三】製備分子篩─離子交換法 

1、 配置 0.6M 之金屬鹽類溶液 10ml(硝酸鐵、硝酸亞鎳、氯化亞錳、氯化亞鈷、硝酸

鋅) 

2、 製作各個金屬離子溶液的檢量線(藉由日立 U2001 紫外/可見光吸收光譜儀)，得到

檢量線公式如下： 

Fe3+：conc(M)=0.242×ABS-0.002 

Co2+：conc(M)=0.256×ABS 

Ni2+：conc(M)=0.816×ABS+0.007 

(Mn 與 Zn 由於顏色近乎無色，可見光吸收光譜儀無法製得檢量線) 

3、 將 3g 空白分子篩浸泡於金屬鹽類溶液，分別在浸泡 2、4、6、8、24 小時後，取出

一部分溶液作光譜分析。 

4、 紀錄濃度變化與時間的關係。 

5、 求出最終平衡的單位質量交換量=Δn/3，其中Δn為金屬離子莫耳數變化量，3為

所秤取的分子篩質量。 

6、 數據如下表: 

表四 

金屬鹽 最初溶液濃度(M) 取代後溶液濃度(M) 每克取代莫耳數 

鐵 0.6 0.000 0.0020 

鈷 0.6 0.051 約 0.0019 

鎳 0.6 0.063 約 0.0019 

  照片四：低矽分子篩浸泡各種金屬鹽溶液離子交換燒結後的粉末 

 

7、 結果：低矽分子篩浸泡金屬鹽溶液燒結後粉末 

鐵:呈棕色。鈷:呈墨綠色；鎳:呈灰色，粉末最鬆散；錳:呈米色偏紅；鋅:呈白色。 

【實驗四】各種金屬分子篩之反應速率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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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種分子篩(鐵、鈷、鎳、錳、鋅)各秤取 0.1g。 

2、 配製雙氧水 0.0824M(10.29×2÷250)。 

3、 將系統溫度恆溫在 25℃。 

4、 將分子篩與純水共 4ml 裝於注射筒 A，並將雙氧水 4ml 裝入注射筒 B。 

5、 將注射筒 B之雙氧水打入注射筒 A，並使反應先進行數秒，待電壓穩定，紀錄起始

電壓。（如圖二） 

6、 紀錄電位上升 20mV(相當於生成氧氣 4.68×10-7mol，詳細計算在實驗九的結論)所需

時間。 

7、 比較各種金屬分子篩之催化速率。 

8、 結果如下表： 

表五                     圖二 

 

9、 結果： 

(1) 由表中得知，鈷分子篩上升 20mV 所需時間最短，催化反應最快。其中錳分子

篩在室溫 30℃時，有明顯的催化反應，但在 25℃，5分鐘內則無；鋅分子篩

則無反應。 

(2) 雖然鈷的反應性最佳，但從成本、環保、毒性等多方考量下，決定以速率次佳

的鐵為研究主軸。 

 

【實驗五】鐵分子篩的製備 

方法一：離子取代法 

1、 採用實驗一的空白低矽分子篩。(鋁/矽=9/7) 

2、 將空白低矽分子篩靜置在硝酸鐵溶液中一段時間。 

3、 燒結出紅棕色、粗粒狀的分子篩。 

4、 討論： 

  由實驗二與實驗三判斷空白分子篩在硝酸鐵溶液中，鐵離子不止和鈉離子產生

離子交換的反應，有可能進一步破壞鋁矽酸鈉結構，直接和鋁離子交換。因為取代

法合成鐵分子篩，溶液迅速膠結，使分子篩鐵分佈不均勻，故嘗試用硝酸鐵直接取

代鋁酸鈉來合成鐵分子篩。 

方法二：水熱合成法─硝酸鐵直接取代鋁酸鈉 

1、 分別把硝酸鐵與矽酸鈉加至 150ml 的氫氧化納，攪拌至其溶解，再把兩者混合。 

分子篩 時間(sec) 

鐵 113 

鈷 75 

鎳  121 

錳 >300 

鋅 >300 

壓力感測器 

OPA 

電錶 

(100x)

注射筒 A 

分子篩+水

注射筒 B

雙氧水 

※OPA, Operational Amplifier, 運算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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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裝到 PP 瓶，水浴 3小時。 

3、 觀察發現無明顯分層，水溶液成土棕色。 

4、 水浴結束之後回復至室溫。抽濾並烘乾。 

5、 高溫爐中以 250℃煅燒 1.5 小時。 

6、 結果：做出來的分子篩呈棕黑色；煅燒溫度 600℃以上顏色更深，且失去催化性。 

照片五：直接合成鐵低矽分子篩及離子交換的鐵低矽分子篩粉末 

 

7、 結論： 

(1) 從巨觀上來看，水熱合成法及離子交換法所合成鐵分子篩，兩者催化反應的情

 形相同。 

(2) 水熱合成法及離子交換法所合成鐵分子篩，前者外觀非常均勻，後者濃淡不均。 

【實驗六】試驗 Fe 離子溶出檢測：確定鐵完全化合至分子篩結構。 

1、 以鐵離子和硫氰化鉀形成紅色錯合物標準液（0.1M KSCN；Fe3+ 0.00001 至

0.000006M） 

2、 以日立 U2001 紫外/可見光吸收光譜儀作檢量線。（波長 468nm） 

3、 濃度= 0.000001283 ×ABS + 0.000000419 

  圖三 

Fe離子光譜檢量線

y = 0.7806x - 0.3148

R
2
 = 0.9946

-1.0

0.0

1.0

2.0

3.0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濃度(10
-5
M)

A
BS

 

4、 將鐵分子篩浸置在蒸餾水中。(最開始鐵離子未溶出) 

5、 靜置十天後，從光譜分析，發現幾乎無溶出。 

6、 測得泡有鐵分子篩的溶液的 ABS=0.007 

7、 在酸性環境中(雙氧水 35%)靜置了一天，所測得的 ABS=0.157（波長 468nm），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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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7M（日立 U2001 紫外/可見光吸收光譜儀的偵測極限）。 

8、 結論：直接合成鐵分子篩在本次實驗所針對的反應環境中，不會有溶出的現象，而

非一般鐵離子的催化劑（Fenton Reaction），在酸性環境當中會溶解，需要鹼沉澱

來去除鐵離子，因此可避免二次污染。 

 

 

 

 

 

 

【實驗七】分子篩的儀器檢測 

1、將製備出的各種分子篩數據參看附錄 2 

表六 

樣品(粉末樣品) 分析結果 

空白分子篩(低矽) Zeolite A 

空白分子篩(中矽) Chabazite-Na syn, Na39.8Al7.04Si41.2O207.9, NaO3, Na2Si2O5 

空白分子篩(高矽) Margarite-2M1, CaAl2(Si2Al2)O10(OH)2, Carboite 

鉑分子篩(取代) Zeolite A, NaPtO4 

鈷分子篩(取代) Zeolite A(shift) 

鎳分子篩(取代) Zeolite A(shift) 

鋅分子篩(取代) Zeolite A(shift) 

錳分子篩(取代) Zeolite A, NaMn7O12 

鐵分子篩(合成) LZ-200, Na2.12Al2Si2O8.06 

鐵分子篩(取代，洗成中性) NaAlSi3O8, Al2O3, Al2Fe 

鎳分子篩(取代，已燒結) Na2Al22O34, Na4SiO4 

鐵分子篩(失敗，燒結溫度過高) Al2Si50O103, Fe2O3 

2、 將合成之鐵分子篩及燒結溫度過高無反應性之鐵分子篩以SEM及TEM電子顯微鏡掃

瞄，參看下圖。 

照片六-合成之鐵分子篩 SEM 圖像 照片七-溫度過高，失去催化性之鐵分子篩 SEM

圖像 

 
照片八-合成之鐵分子篩 TEM 圖像 照片九-溫度過高，失去催化性之鐵分子篩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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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 

  
3、 BET 吸附測定 

圖四─氮氣等溫吸附 

氮氣等溫吸附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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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等溫吸附圖 y = 0.2802x + 0.0033

R
2 = 1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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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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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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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m3/g (STP)                 3.528 

Molecular Cross-section:(nm2)  0.162 

BET Surface Area:( m2/g)  15.359 

圖五─孔洞體積的粒徑分佈      圖六─孔洞表面積的粒徑分佈 

            
10 100 1000

Pore diameter (angstrom)

0

40

80

120

dA
/lo

g(
D

)

Fe (low temp.)
Fe (high temp.)

BJH Desorption Pore Area (m2/g)

 
表八 

 表面積( m2/g) average diameter 

高溫燒結鐵分子篩 0.6472  無 

低溫燒結鐵分子篩 15.3592 3.64nm 

4、 分析結果： 

(1) 由 XRD 的分析可以發現取代分子篩，除了鐵離子之外，晶格結構都和低矽相同，

為 Zeolite A；而鐵取代的分子篩波峰較複雜，晶格結構也完全不同，可見鐵

離子應不是進行離子交換，對照巨觀的觀察，整個溶液膠結在一起，也造成無

法均勻的分散的缺點，此點也促使筆者以直接合成來完成鐵分子篩。 

(2) 合成比取代穩定:由 XRD 的分析可以發鐵離子現取代分子篩在表面晶格結構中

有金屬鐵離子，推測在極端的環境(如強酸)下金屬離子可能會溶出；至於水熱

直接合成的分子篩(例如 Fe 分子篩)在做 XRD 分析時，晶形為 LZ-200，晶格表

面並無發現鐵離子，由於 XRD 主要是分析表面晶格，因此推測鐵離子應該是以

較為穩定的鍵結結合在內部，使其催化結構穩定。 

(3) 燒結溫度對結構影響：從 XRD 的分析看出，當燒結溫度達 600℃以上時，出現

氧化鐵的成分，使得金屬活化中心(例如鐵)被氧化(見附圖 2-12)，而失去其

催化性。由此可見不論是以取代或合成的方式，燒結的溫度皆須控制在適當範

圍，所製造出來的分子篩才具有催化性。 

(4) 由 SEM 低溫燒結鐵分子篩表面有徑長約 30-40nm 的球狀顆粒幾何結構，而高溫

燒結鐵分子篩表面相當平滑，故表面積相對於低溫燒結鐵分子篩相當的小。 

(5) 低溫合成之鐵分子篩 BET 氮氣等溫吸附測定如圖四，此類的吸附曲線為中孔

(mesopourous,中孔 20─500Å 之間)與氣體分子的物理吸附行為所得的結果 

(6) 合成之鐵分子篩在 BET 孔洞分析得到的平均孔徑為 3.64nm，此點和 SEM 及 TEM

影像並不相符（SEM 中球狀顆粒上並無 3.64nm 的孔洞），而且 XRD 所得的晶形

為 LZ-200，按照 IUPAC 定義，應是屬於孔洞小於 2nm 的微孔洞的分子篩，所

以 BET 分析所得孔洞應是指堆積孔（aggregated pore）。 

(7) MCM-41 等中孔洞的分子篩孔徑和 BET 孔洞分析所得相近，但前者在熱水中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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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低溫燒結鐵分子篩卻可在熱水中反覆還原，此點也支持第(6)點之結論。 

 

【實驗八】陶土分子篩製備 

1、 將「待混合物」測量重量過後，依比例調配適量之陶土及分子篩。 

2、 將「待混合物」搗碎，再把上述之分子篩和水混合均勻使其與陶土搓揉混合。(加

水使陶土與分子篩均勻混合) 

3、 待其搓揉到完全均勻之後，將其平貼於玻璃板上，並以玻片及玻棒使其達相同厚

度，以吸管製出相同規格之分子篩。 

4、 送入高溫爐烘烤。加熱 5小時，再冷卻至室溫。 

5、 結果： 

(1) 空白陶土或加入硝酸鐵的陶土要在 800℃時才可燒結成塊材（顏色較紅，參考

照片十）。 

(2) 加入硝酸鐵所燒結的陶土無催化性，並且從肉眼可看出鐵離子的黃褐色的溶出

物（硝酸鐵與陶土質量比 54.23:32.95）。 

(3) 空白分子篩陶土在雙氧水中幾乎無反應發生。 

(4) 空白陶土加分子篩在 450℃至 600℃可燒結成塊材，在常溫下仍可催化雙氧水

分解。 

(5) 空白陶土加分子篩在 600℃以上可燒結成塊材，但失去催化性。 

照片十：各種陶土分子篩 

 
照片十一：鐵空白陶土及陶土鐵分子篩 

 

【實驗九】輸出電壓與氣壓差的校正曲線 

1、 裝置如圖八。量測注射筒與管線總體積(管線體積為 3.8ml)。大氣壓為 761.6torr。 

2、 改變注射筒內之體積(從 53.8ml，每一次少 2ml)，經過線路(運算放大器)放大 100

倍，得到一電壓(起始電壓為 1.057V)。 

3、 利用波以耳定律(P0×V0=761.6×53.8)，由改變後的體積求出內部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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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電壓差與氣壓差的校正曲線。 

5、 結論：設Δn為氧氣增加的莫耳數，ΔV為增加的電壓伏特數， 

管路的體積=3.8×10-3公升，ΔP=114.63ΔV，由理想氣體方程式可推得： 

VVn Δ××=Δ×
××

××
=Δ −

−
5

3

10346.2)
298082.0760

63.114108.3(
， 

 圖八        圖九 

     

氣壓─電壓校正曲線y = 114.63x

R
2
 = 0.9989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0.000 0.500 1.000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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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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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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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 Operational Amplifier, 運算放大器。 

【實驗十】分子篩反應電壓的時變率 

1、 根據實驗六的第一組數據，配製濃度為 0.0412M 的雙氧水，恆溫 25℃。 

2、 實驗裝置如圖二，鐵分子篩 0.4g 置入注射筒 A內，將雙氧水置入注射筒 B，再由

注射筒 B打入注射筒 A，反應開始。雙氧水分解會產生氧氣，系統內之壓力會增加，

而輸出電壓也隨之增加。 

3、 紀錄起始電壓，每三十秒紀錄一次輸出電位，作電壓對時間的關係圖。(圖十)  

4、 結論：從本實驗得知，在往後的實驗裡，若實驗時間在六分鐘內，平均速率相當於

瞬時速率（斜率固定）。 

圖十 

 

Fe分子篩反應電壓─時間關係圖 y = 0.0985x

R
2
 = 0.99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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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十一】濃度與催化速率之探討─求反應級數 

1、 裝置參看圖二。 

2、 將鐵分子篩 0.4g 置入注射筒 A內，將待測藥品置入注射筒 B(此時[H2O2]=0.0412、

0.0618、0.0824、0.103、0.1236M)，三向閥保持三向開通。 

壓力感測器 

OPA

電錶

(1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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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整個系統置入恆溫槽，並將恆溫槽設定至實驗所需溫度，三向閥另一端接上儀表

放大器與電壓計。(電位差放大 10 倍) 

4、 使其反應十分鐘，使系統恆溫。(系統溫度為 25℃) 

5、 關閉三向閥，紀錄此時之電壓，作為起始電壓。 

6、 待電壓上升 20 毫伏特後紀錄時間。 

按實驗九，上升 20 毫伏特，所生的氧莫耳數 mol71068.4
10005.2476050

8.363.114 −×=
×××

×
=  

7、 將濃度之對數與時間倒數之對數值作成校正曲線圖。(圖十一) 

8、 固定在 25℃，改變濃度，便能求得反應級數 nFe=1.1755 

圖十一 

鐵分子篩反應速率與濃度的關係

y = 1.1755x - 0.4921

R2 = 0.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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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論：根據 [ ]nSkRate ×= 及圖九的斜率，算出 25℃時氧氣生成速率常數

( )sec1059.5
0412.0

1068.4
20

0985.0 8
7

⋅×=
×

×= −
−

M
mol

mV
k  

 

【實驗十二】溫度與催化速率之探討─求活化能 

1、 分別將 Fe 分子篩 0.4g 置入注射筒 A內，將待測藥品(H2O2：(2/250)×(1/2)×

10.29M=0.0412M)置入注射筒 B，三向閥保持三向開通。 

2、 將整個系統置入恆溫槽，並將恆溫槽設定至實驗所需溫度，三向閥另一端接上儀表

放大器與電壓計。(電位差放大 10 倍) 

3、 使其反應十分鐘，使系統恆溫。(系統溫度分別為 30℃、35℃、40℃、45℃。) 

4、 關閉三向閥，紀錄此時之電壓，作為起始電壓。 

5、 待電壓上升 20 毫伏特後紀錄時間。 

6、 將溫度之倒數與時間倒數之自然對數值作圖。(圖十二) 

7、 結果： 

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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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率 每莫耳活化能(Kj) 

鐵分子篩 5884.6 48.92 

圖十二 

鐵分子篩反應速率與溫度的關係

y = -5884.6x + 14.517

R
2
 = 0.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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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
RT
Ea

eAk
−

×= ，算出 10℃時氧氣生成速率常數

( )sec1078.2
283
1

298
1

314.8
48920exp1059.5 88

⋅×=⎟⎟
⎠

⎞
⎜⎜
⎝

⎛
⎟
⎠
⎞

⎜
⎝
⎛ −××= −−

M
molk  

 

【實驗十三】簡單醇類的分解 

1、 分別將陶土 Fe 分子篩 0.35g（共四粒）錐形瓶內，加入 2mL 異丙醇＋50mL 雙氧水

置入 (此時[H2O2]= 0.5145、0.6174、0.7203、0.8232、0.9261M)，通氮氣 10 秒排

出空氣，使起始二氧化碳含量低於 6ppm，插入二氧化碳感測器。 

   圖十三          照片十二 

                 
2、 系統置於磁攪拌器上，定速攪拌。 

3、 使系統恆溫。(避免醇類揮發，調整系統溫度為 10℃) 

4、 分別以各濃度重複反應四次，再換下一個濃度進行反應，測得每次反應平均生成速

率。 

5、 因反應裝置定容定壓，故有氣體生成則裝置內必有氣體溢出，故測得之平均生成速

率以下列方式校正 

(1) 由實驗十二結果換算出 10℃時以 ppm/sec/M 為單位的雙氧水分解生成氧氣速率

二氧化碳感測器

磁攪子＋2mL 異丙醇＋50mL

雙氧水＋陶土 Fe 分子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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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數 k=3.23ppm/sec/M 

 Mppmk sec//23.3
2.0

101078.22830821.0 68

=
××××

=
−

 

(2) 由實驗十一濃度與催化速率之探討知氧的產生速率反應級數為一級 

(3) 測得平均速率＝實際生成速率－單位時間溢出量 

  → [ ] [ ] [ ]{ }tOHktOHkXtOHktX O
n

CO
n

CO Δ×+Δ××−Δ×=Δ× 222222 222
'  

X 為某時間當下容器中的二氧化碳莫耳分率（ppm） 

X＇為所測得之平均生成速率(ppm/sec) 

2Ok 為氧氣的反應速率常數；
2COk 為二氧化碳的反應速率常數 

n 為二氧化碳反應級數 

因為二氧化碳感測器每秒測得一數據，故Δt＝1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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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平均生成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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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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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0.5145M 的衰退情形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第一次 0.1687 0.168789 

第二次 0.1232 0.123360 

第三次 0.1127 0.112771 

第四次 0.0349 0.034960 

表十一：0.6174M 的衰退情形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第一次 0.3507 0.350821 

第二次 0.0883 0.088358 

第三次 0.024 0.024051 

第四次 0.0182 0.018249 

表十二：0.7203M 的衰退情形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第一次 0.3959 0.395993 

第二次 0.2555 0.255581 

第三次 0.127 0.127068 

第四次 0.0203 0.020355 

表十三：0.8232M 的衰退情形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第一次 0.3351 0.335187 

第二次 0.2865 0.286615 

第三次 0.0844 0.084487 

第四次 0.0193 0.019350 

 

 

表十四：0.9261M 的衰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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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第一次 0.2099 0.209987 

第二次 0.0872 0.087292 

第三次 0.0803 0.080385 

第四次 0.019 0.019082 

圖十四 

異丙醇速率-次數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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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反應後之溶液以紫外/可見光光譜儀檢測。 

7、 討論： 

(1) 由上圖可得知，在各個濃度下，連續使用分子篩反應都會造成明顯的速率衰退

現象，根據此我們將進行嘗試把分子篩的催化性還原之實驗。 

(2) 根據我們的假設，反應速率應隨著濃度的上升而增加，但根據上圖卻並沒有發

現濃度與反應速率的明顯相關性，因為我們推斷連續使用造成的衰退效應大過

濃度效應。 

(3) 比較反應前後的近紅外線、可見光及紫外光光譜（參考附錄 3），雙氧水、雙

氧水＋分子篩、異丙醇＋雙氧水＋分子篩三組相較下，反應後的溶液並未發現

任何特殊吸收峰，和對照組相似，推斷醇類完全變成水及二氧化碳（若有羰基

化合物及醇類 909-650nm 應有吸收）；比較異丙醇＋雙氧水在 900-1000 nm 以

上有微弱吸收（參考附錄圖 3-3），其它反應完後此帶並無吸收。 

 

 

【實驗十四】陶土鐵分子篩的還原 

1、 使用過的分子篩以 100mL 純水浸泡，溫度維持 100℃，時間 1.5 小時，換水重複一

次。 

2、 依照實驗十三的步驟重新檢測各濃度反應速率(不重複同一濃度的反應)。 

3、 結果： 

 

 

表十五：還原後陶土鐵分子篩的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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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度(M)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莫耳數生成速率(mol/sec) 
0.5145 0.3494 0.349599 3.00934E-09 

0.6174 0.3645 0.364617 3.13861E-09 

0.7203 0.3781 0.378196 3.2555E-09 

0.8232 0.4382 0.438376 3.77353E-09 

0.9261 0.5481 0.548625 4.72255E-09 

圖十五 

異丙醇─鐵分子篩還原後反應速率圖

y = 0.5727x

R2 = 0.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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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論：  

(1) 根據速率定律式 Rate=k×[H2O2]n及上圖，推得異丙醇的分解反應對雙氧水是一

級反應，k=0.5727ppm/sec/M，符合實驗十三我們的假設。  圖十六 

(2) 與實驗十三的數據比較，各個濃度的反應速率(即

斜率)皆有顯著的提升情形，可見陶土鐵分子篩的

衰退效應只要以高溫水浴加熱即可還原。 

(3) 這樣的結果也解釋了筆者曾經把反應數次後分子

篩在較高濃度雙氧水中浸泡，隔天反應速率突然

增加的情形，如右圖。 

(4) 我們推斷，造成反應速率降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反應時的中間產物佔據了反應中心，而此現象以

高溫水浴即可除去。 

 

【實驗十五】有機氯化物的分解 

1、 以實驗十三之裝置操作，將 2ml 之異丙醇更換為 2ml 四氯化碳。 

2、 避免氯化物揮發，調整系統溫度為 10℃，其他步驟如同實驗十三。 

3、 反應結束後以硝酸銀溶液檢驗是否生成氯離子，結果如圖十九。 

4、 以氯仿代替四氯化碳操作本實驗。 

5、 陶土 Fe 分子篩＋2mL 三氯甲烷＋50mL 雙氧水置入錐形瓶，反應一天後，再利用可

見紫外光譜檢測。(附錄圖 3-5) 

6、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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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氯化碳分解生成二氧化碳速率與雙氧水濃度的關係 

表十六 

濃度(M)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莫耳數生成速率(mol/sec)
0.5145 0.1692 0.16945 1.459E-09 

0.6174 0.0726 0.07264 6.253E-10 

0.7203 0.0490 0.04924 4.238E-10 

0.8232 0.0370 0.03711 3.195E-10 

0.9261 0.0323 0.03248 2.796E-10 

圖十七 

四氯化碳的分解速率-雙氧水濃度關係圖

y = 0.0225x-2.7743

R2 = 0.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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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氯仿分解生成二氧化碳速率與雙氧水濃度的關係 

表十七 

濃度(M) 斜率(ppm/sec) 校正後斜率(ppm/sec) 莫耳數生成速率(mol/sec) 
0.5145 1.0614 1.0620 9.142E-09 

0.6174 0.867 0.8676 7.469E-09 

0.7203 0.7212 0.7214 6.210E-09 

0.8232 0.6260 0.6264 5.392E-09 

0.9261 0.5572 0.5577 4.800E-09 

圖十八 

氯仿的分解速率-濃度倒數關係圖

y = 0.531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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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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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左為實驗組，右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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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論： 

(1) 由圖十七可看出四氯化碳的分解對雙氧水濃度而言並非為單純之一級反應，將

濃度取倒數後做圖（圖十六），發現存在 Rate=k×[H2O2]n，其中 k=0.0225，

n=-2.7743。 

(2) 由圖十八可看出氯仿的分解對雙氧水濃度亦非一級反應，將濃度取倒數後做

圖，存在 Rate=k×[H2O2]n，其中 k=0.5318，n=-1 的關係， 

(3) 由於競爭抑制的關係，分解四氯化碳及氯仿的反應中可發現，在實驗的濃度範

圍內，兩者均呈現濃度越小，分解速率越快的關係，因此推斷在一定濃度下，

反應速率會有極值的存在(若濃度過小，將不發生反應)。 

(4) 由圖十九，左圖有氯化銀白色沉澱，右圖為對照組沒有任何沉澱，可知反應四

氯化碳及氯仿分解後均產生氯離子。 

 

【實驗十六】反應其間的 pH 值變化 

1、 系統恆溫 10℃，將鐵分子篩與陶土鐵分子篩 0.35g(各四粒)分別放入錐形瓶內，加

入 2mL 氯仿＋0.6174 M 50mL 雙氧水。 

2、 每隔一定時間檢測一次 pH 值變化。 

3、 以異丙醇代替氯仿，以陶土鐵分子篩在同狀況下操作。 

4、 將上述實驗得到之 pH 值對時間做圖如下。 

圖二十 

鐵分子篩與雙氧水分解氯仿 pH 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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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 

陶土鐵分子篩與雙氧水分解氯仿 pH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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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陶土鐵分子篩與雙氧水分解異丙醇pH值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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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果：  

(1) 尚未反應時的 pH 值為 5-6，接近雙氧水的自然 pH 值。 

(2) 由圖二十與圖二十一比較得知，未加入陶土的鐵分子篩與氯仿在反應後會變成

鹼性，推測是因為反應所產生的氫離子與分子篩的矽鋁酸鹽結構進行離子交

換，而有鹼性物質被交換出來；而陶土鐵分子篩在反應後仍屬於弱酸環境，推

測是因為陶土與分子篩的燒結使結構更為穩固，不易產生離子交換的情形，水

中的氫離子則與氯離子形成鹽酸，這也解釋了反應的 pH 值先升後降的情形。 

(3) 根據參考資料，Fenton's Reaction 用 Fe2+ 作催化劑分解有機物，隨著反應

時間，pH 值會越來越低。如下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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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我們的推斷，分子篩內的鐵極可能在強酸的情況下容出，而在我們實驗設

定的環境(pH=5-8)下，並不會有溶出的現象，呼應【實驗六】檢測的結果，也

因此不須加入鹼來回收鐵離子。 

(5) 根據此結果，筆者認為陶土鐵分子篩的反應機構可能比較像 TAML 或 Catalase 
的催化機制。比對實驗十四、十五的結果，發現分解分解簡單氯化有機物，幾

乎沒有衰退的問題，其中生成物的氯離子，並不容易產生配位佔據反應中心，

但會有競爭性抑制作用。 

 

【實驗十七】固定陶土分子篩製作反應杯槽 

1、 依照實驗八之比例製作陶土分子篩。 

2、 將陶土分子篩固定於瓷杯上製作成反應杯槽，如圖二十四。 

3、 將反應杯槽確實陰乾，以高溫爐燒結，冷卻至室溫 

圖二十四 

 
4、 討論: 

(1) 由於顆粒之分子篩不方便實驗十八之進行，因而將陶土分子篩固定在容器中製

成反應槽。 

(2) 燒結結果如同實驗八，超過 600℃陶土分子篩失去催化性。 

(3) 製作時我們曾考慮兩種形式：法一是以無加入分子篩之陶土為基盤，在表面鋪

上一層分子篩；法二是整塊陶土以實驗八之比例混合，再另外在表面鋪上一層

分子篩。比較燒結後的情況，法一的陶土只有表面有加入分子篩的部分燒結成

塊有催化性，而底部無分子篩的部分成碎片狀，無法成形亦無催化性，如圖二

十五；而法二則整塊陶土與分子篩形成塊材且具催化性，因此推斷分子篩與陶

土有著極佳的結合性(圖二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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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圖二十六 

     
 

【實驗十八】靛藍(indigo)的褪色反應 

1、 製作靛藍溶液的光譜檢量線。 

2、 取 65.57mg indigo 配置成 250ml 1×10-4M 的 indigo 溶液，避免 indigo 在溶液中沈

澱，故加入 0.5mL 介面活性劑。 

3、 取等體積之 5ml indigo 溶液和雙氧水(此時[H2O2]= 1.029、1.5435、2.058、2.5725、

3.087M)，加入實驗十七所製作之反應杯槽進行反應，同時配置一組不加入分子篩的

對照組。 

4、 反應 10 分鐘，取反應組及對照組內的溶液掃瞄光譜，檢測溶液的靛藍濃度數據如下

表 

5、 表十八 

過氧化氫濃度(M) 對照組濃度(×10-4M) 實驗組濃度(×10-4M) 色度移除率

1.029 2.856 2.689 5.85 

1.544 3.235 2.897 10.45 

2.058 3.130 2.615 16.45 

2.573 3.264 2.568 21.32 

3.087 3.222 2.445 24.12 

※色度移除率＝(實驗組濃度－對照組濃度)×100%/(對照組濃度) 

圖二十七 

INDIGO分解 雙氧水濃度-色度移除率關係圖

y = 7.7781x

R2 = 0.9604

0.0

10.0

20.0

30.0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過氧化氫濃度(M)

色
度
移
除
率
(％

)

 
 

6、 取 7mL 約 1×10-4M 的 indigo 溶液，及 21mL 35％的雙氧水，加水至 70mL，放至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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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的裝置中反應，每十分鐘檢測一次 indigo 濃度。 

圖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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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討論： 

(1) 本實驗避免 indigo 沉澱，而使測光濃度不正確，加入介面活性劑，但經實驗

後發現介面活性劑也會被分解，導致 indigo 產生沈澱，故染料濃度不宜太高

（事實上，染整工廠對染料廢水，在進入 Fenton Reaction 前已先進行沉澱，故

後續分解處理的濃度不會太高。）。 

(2) 從實驗中發現，在常溫下約 1M 的過氧化氫在 3－4小時內可使實驗條件的染料

完全脫色。 

(3) 因為介面活性劑質量約為染料的 10 倍(質量比)，由於過氧化氫競爭抑制的關

係使反應速率較慢。 

 

陸、實驗討論： 

1、 在實驗一中，製作不同鋁矽比例的分子篩，比較其分解雙氧水之速率，發現低矽(鋁

矽莫耳數比=9/7)的催化性最高。但實驗數據和鋁矽比例沒有固定的數學關係，有

可能是採樣數不足導致的，未來我們將會往更高或更低鋁矽比的分子篩發展，甚至

利用分子篩孔洞大小會因製備時添加試劑不同而改變的特性，進而改變製備時之溫

度與壓力，探討其在效用上及應用上的可能性。而實驗五中，我們是根據實驗一的

得到的比例來將鋁換成鐵來製備鐵分子篩，因此在未來，我們將會把鐵分子篩仿造

實驗一的模式來嘗試不同比例時的催化性。 

 

2、 在製備分子篩時發現空白分子篩在硝酸鹽溶液中，金屬鹽可能吸附在分子篩或與分

子篩中的鈉或鋁產生離子的交換，若金屬離子是以吸附的方式接合在分子篩上，則

金屬離子的濃度會隨時間降低。但從實驗二中發現，電導卻增加，亦即金屬離子濃

度上升，推測鈉離子從分子篩中被取代而出(Ex.可能一個二價離子取代兩個鈉離

子、且鈉離子的當量電導較高)，筆者選擇了與鐵化學性質相近的鈷與鎳，以及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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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鋅來做對照，對照實驗三及儀器分析，結果除了鐵離子之外，它們都只是單純離

子交換，並未改變晶形及結構(參考 XRD 的結果)。 

 

3、 在實驗二中，空白分子篩在硝酸鐵溶液中會形成膠狀（氯化亞鈷、氯化亞錳溶液稍

微有膠狀體出現）的現象，但是在硝酸鎳、硝酸鋅中此現象並不明顯，其中鐵、鈷、

錳分子篩在室溫 30℃下，能催化雙氧水分解，但是在實驗四中，除鐵、鈷、鎳分

子篩依然保持高度催化性外，錳分子篩及鋅分子篩在 25℃時沒有明顯的催化性。

其中根據觀察，鐵分子篩受溫度影響較不顯著，因此推測鐵分子篩催化反應之活化

能較小，不易受溫度影響，是上述五種分子篩中最穩定的，且成本及毒性都是最低

的，故確定在往後的實驗皆以鐵分子篩作為發展主軸。 

 

4、 鋁和鐵的價數皆為三，推測鋁和鐵在分子篩中的配位相近，則鐵分子篩的催化性能

也會隨鐵的含量一起增加，所以我們根據實驗一所得到的最佳鋁矽比例以水熱合成

法製備鐵分子篩。 

 

5、 鐵分子篩若以取代法製備，會形成膠狀的現象，導致外觀分佈不均勻，並且在 XRD

的結果，表面晶形結構較複雜，而直接合成者卻有統一的表面結構 LZ-200，為了

使鐵分子篩性質更為穩定，促使筆者以直接合成來完成鐵分子篩。 

 

6、 由實驗七 SEM 掃瞄得到之圖像，可發現合成之鐵分子篩有著顯著的分子篩球狀顆

粒；而失去催化性的鐵分子篩因高溫燒結成平坦的片狀結構。 

 

7、 低溫燒結鐵分子篩的表面積比一般的中孔洞分子篩（表面積 1000m2/g）來的小，從

TEM 影像發現低溫燒結鐵分子篩的內層有和高溫燒結鐵分子篩表面相似的片狀晶

體，導致平均表面積變小，因為高溫燒結鐵分子篩沒有反應性，推測低溫燒結鐵分

子篩片狀晶體的部分亦無催化性，而球狀顆粒結構間的間隙才有反應性，故本研究

未來將改善製備方法，在不影響分子篩穩定性下，減少片狀晶體，增加球狀顆粒結

構，改變結構間隙，提昇表面積，應可進一步提升鐵分子篩的反應速率。 

 

8、 在實驗十中，利用輸出電位差─氣壓差校正曲線，來探討鐵分子篩催化速率的時變

率，得到六分鐘內，時變率接近，亦即切線與割線頗為吻合，至此確認在六分鐘內

氧氣的生成量與時間成正比的關係，因此可將平均速率當作瞬時速率處理。 

 

9、 筆者預測鐵分子篩可能有流失的問題，分別是鐵離子的溶出與本身粉末的流失。我

們將鐵分子篩浸泡在酸性溶液中，並取出一部分的上層液，進行光譜分析，測得

ABS=0.157，藉由實驗六的檢量線得到鐵離子濃度=6.2×10-7M，幾乎無溶出。可見鐵

分子篩在筆者設定的作業環境不會溶出鐵離子，因此不會隨污水流失，。有鑒於之

前粉末狀的分子篩容易流失的問題，我們製備了陶土分子篩，以陶土作為多孔膜，

把分子篩置入其中，可以避免在洗滌分子篩時可能造成的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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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據
nCkRate ][×= ，其中

RT
Ea

eAk
−

×= ，A為表面因子，[C]=[H2O2]，
2ON 為生成氧

氣的莫耳數。 

同取自然對數 

)]ln([ln]ln[)1ln(

]ln[ln)ln(

2

2

O

O

NA
RT
EaCn

t

Cnk
t

N

−+−×=

×+=
 

由上式，在實驗九中，固定在 25℃，改變濃度，便能求得反應級數 n(nFe=1.1755)。

在實驗十中，固定濃度在 0.0412M[H2O2：(2/250)×(1/2)×10.29M=0.0412M]改變溫

度，求得活化能 EaFe=48.92(kJ/mol)。 

 

11、在實驗九中，Fe 分子篩催化過氧化氫分解的反應級數略大於 1，推測可能的原因有： 

(1)實驗操作上的誤差。 

(2)反應機制如右： a

b

OHk
OHkRate

][1
][

222

221

+
=  

有可能 a≠0，而不是我們高中所學ａ＝0的反應。 

(3)我們把前六分鐘的斜率作為反應速率(割線)，測量的時間越短則割線越吻合切

線(實際反應情況)。樣品(雙氧水)濃度越高，則誤差越小；濃度越低，則斜率

會比實際的反應曲線還要低，使得在做斜率的運算時，反應級數會略大於 1。 

 

12、根據實驗十三，我們發現催化異丙醇的分子篩重複使用時隨著使用次數的增加，異

丙醇開始分解的時間有延後的現象，但是當我們將使用過的分子篩以高溫水浴後再

次使用，卻發現異丙醇又可以在短時間內開始分解，對於此，我們推測可能是反應

過後反應中心的被反應所產生之中間產物配位，導致外圍之分子篩失去催化性，使

雙氧水需進入較深層之孔洞以進行反應，如此將使作用時間加長。當我們將使用過

之分子篩行高溫水浴後，由於已將佔據反應中心的中間產物除去，故分子篩表層又

恢復其作用性。根據此點，因為內層分子篩的反應效率不佳(擴散較慢)，所以陶土

分子篩在應用上以製作成薄片較佳，一來可以迅速還原分子篩之催化性，再者可節

省分子篩之使用量。 

 

13、由實驗十三開始等有機物分解，Fe 分子篩的反應級數隨有機物而不同，推測可能

的原因可能是競爭性抑制劑的存在所造成： 

1

2 2 2
KE H O E O H O⎯⎯→+ − • +←⎯⎯ …………………………………...…(1)

2 1
K kE O S E O S E P⎯⎯→− • + − − ⎯⎯→ +←⎯⎯ ……………………….…(2) 

3 2
2 2 2 2 2 2

K kE O H O E O H O E H O O⎯⎯→− • + − − ⎯⎯→ + +←⎯⎯ ……….(3) 



 31

[ ] [ ] [ ]
[ ] [ ] [ ])1(1

Rate
2232221

22211

OHKSKOHK
SOHEKKk T

++×+
××

=  

E 為鐵分子篩；E O− •為鐵分子篩與氧原子的活化複體；E O S− − 為有機物、鐵

分子篩與氧原子的活化複體； 2 2E O H O− − 為過氧化氫、鐵分子篩與氧原子的活化

複體；K1、K2、K3 各方程式的平衡常數；k1、k2、k3 各反應的反應速率常數。 
 

14、實驗十八染料的分解中，本研究採用 Indigo 因為其為反應性染料，不隨酸鹼而改

變顏色，且在過氧化氫中非常穩定，常溫下，置於 3M 過氧化氫溶液中可在兩週內

色度沒有明顯改變。事實上，Indigo 非常不易溶解在水中，故加入介面活性劑以

提昇溶解度，也因此使色度移除速率偏低，因為介面活性劑變相成為一種競爭性抑

制劑。 

 

15、根據文獻資料，利用 Fenton Reaction 去除有機污染物時，有兩個需加以考慮的重

點：一、除污速率，二、stoichiometric coefficient（決定經濟效益）；資料顯

示，Fenton Reaction 中 H2O2/Fe2+莫耳數比值在 15-10 間時能有最佳的經濟效益，

若 H2O2/Fe2+莫耳數比值大於 15，雖可使去除速率變快，但由於反應較快，而使整個

反應由原理 3的 eq(4)主導，也就是說多數的 H2O2會生成水，導致經濟效益不佳；

相對而言，若 H2O2/Fe2+莫耳數比值小於 10 時，雖然整個反應會由除污反應主導，

有較佳的經濟效益，但由於 H2O2相對濃度低，反而會使整個反應的速率變慢。由此

可見 Fenton Reaction 在控制 H2O2、Fe 濃度，以及在除污速率及 stoichiometric 

coefficient 之間求取平衡非常重要。而我們所製備的分子篩是否會有經濟效益的

問題，尚待更進一步的實驗來驗證。 

 

16、Fenton Reaction 在使用上有環境的限制，一是此反應需要在酸中反應(pH=1-4)，

為達到此環境必須付出額外的成本，此外，反應完畢後鐵離子仍然存在，需要鹼中

和來沉澱鐵離子，以免產生二次污染，如此一來勢必將再次提高成本。相較之下，

做一為個永續的催化劑，必須避免流失的問題，分子篩於雙氧水接近中性（見實驗

十六，pH6-pH7）的環境中即可反應，且鐵離子不會溶出，重複使用性高，使得分

子篩在使用上佔有經濟及環保的優勢。 

 

17、根據資料，Fenton Reaction 必須較高的溫度下進行(30-90℃)，但其反應又是高

度放熱，控制不當極可能造成液體沸騰而產生危險。而本研究之鐵分子篩在實驗十

三之後皆在 10℃下反應仍有非常好的反應，可見在溫控上，陶土鐵分子篩也比傳

統 Fenton Reaction 更便於應用。 

 

18、根據資料，Catalase 催化在高溫下因蛋白質變質而失效，陶土鐵分子篩卻可在高溫

操作；TAML 在作用 15 分鐘後會自然分解，雖然分解後只生成二氧化碳、水及氮化

合物，污染較低，但畢竟因無法重複使用，所以較陶土鐵分子篩不經濟及浪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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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驗展望： 

本實驗的研究團隊，利用鐵分子篩作為催化劑，對有機污染物的分解有著顯著的

催化效能，且反應的環境接近中性，因此鍵結在分子篩中的鐵離子不會有溶出的現象，

故重複使用性極佳，與傳統 Fenton Reaction 相比，具有明顯的環保及經濟上的優勢。 

事實上，筆者在學長的研究(奈米分子篩與本土植物染─讓藍染復活)偶然發現分

子篩催化劑不只在還原作用上有優良的效果，更可在雙氧水存在下使染料氧化分解，也

促成本研究的發現；更在如何固定分子篩催化劑粉末，碰到瓶頸時發現陶土居然和分子

篩可在較低溫的時候燒結成塊材，而保持催化性。在未來，筆者將針對分子篩之成分比

例、製備之環境因素、催化反應時的環境因素、反應時分子篩的量與污染物的濃度做更

深入的研究，期許在未來能改善分子篩製備方法，提昇表面積，改變固定分子篩的介質，

如水鋁礦(boehmite)、高領土等，進一步提升鐵分子篩的反應速率，改善分子篩抗酸鹼、

溫度及機械強度，使在應用上更趨於成熟，達到實際應用在工業除污上的效用，進而成

為永續且經濟的污染大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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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拾、 附錄 

1、 各金屬鹽之檢量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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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濃度─電導檢量線 y = 253.74x

R2 = 0.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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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RD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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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鉑分子篩(取代)Zeolite A, NaPt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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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空白分子篩(中矽)Chabazite-Na syn, Na39.8Al7.04Si41.2O207.9, NaO3, Na2Si2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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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鈷分子篩(取代)Zeolite A(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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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  鎳分子篩(取代)Zeolite A(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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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鋅分子篩(取代)Zeolite A(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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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錳分子篩(取代)Zeolite A, NaMn7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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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7  空白分子篩(低矽)Zeoli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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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8  空白分子篩(高矽)Margarite-2M1, CaAl2(Si2Al2)O10(OH)2, Carboite 

20 40 60 8030 50 70
2θ (degree)

In
te
ns
ity

 (a
.u
.)

 

 ↑圖 2-9  鐵分子篩(合成)LZ-200, Na2.12Al2Si2O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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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0  鐵分子篩(取代，洗成中性)NaAlSi3O8, Al2O3, Al2Fe 

  

 ↑圖 2-11  鎳分子篩(取代，已燒結)Na2Al22O34, Na4SiO4 

  

 ↑圖 2-12  鐵分子篩(失敗，燒結溫度過高)Al2Si50O103, Fe2O3 

 

 

3、 光譜掃描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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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只含雙氧水 

 

圖 3-2 只含雙氧水及分子篩反應 24 小時 

 
圖 3-3 只含雙氧水及異丙醇 



 40

 
圖 3-4 雙氧水、異丙醇及分子篩反應結束 

 
圖 3-5 雙氧水、氯仿及分子篩反應結束 

 



評語 

 

以陶土固定一些重金屬(Fe,Co,Ni,Mn,Zn,中選出 Fe)催化 H2O2 做為有機毒性

物質之降解試驗(如 CCl4,CHCl3,(CH3)2,CH OH 及 Indigo), 以 CO2 及 UV 吸

收光檢測分解的效率與速率並和傳統 Fenton 反應相比較。本件作品實驗構

想新穎，內容豐富，發揮跨校團隊合作精神，但仍需補一些空白實驗及強

化實驗過程及機制之說明，將會更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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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Carcinogen Trichloromethane in Drinking Water 
 
I. Abstract 
 

Chlorine is frequently used as a disinfectant in most water supply systems. The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such as trichloromethane (TCM) being found carcinogenic in 
rodents are a major concern in Southern Taiwan. In the present work, an effective 
catalyst has been developed to degrade TCM in the drinking water. An 
iron-incorporated zeolite-5A type porous material has, therefore, been synthesized 
with sodium aluminate, sodium silicate and ferric nitrate at a molar ratio of 1:2:2 at 
373 K for 24 hours under autogenous pressures (~2 atm). Experimentally, the novel 
catalyst (Fe-Al-SiO2) has very high reactivity especially in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H2O2 and/or indigo dye at 283-295 K. Interestingly, we also found that TCM could be 
degraded catalytically on the Fe-Al-SiO2 in the presence of H2O2 (1M). The activity 
of the catalyst was as high as 28.5 ppbTCM/gCat/sec. The catalyst can be 
incorporated and fixed on surfaces of argillaceous materials, which provided a very 
simple process in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TCM with few separation problems. To 
achieve better applications, we have designed and installed a catalysis-filtrating 
device at the faucet head for removal of TCM in household tap water. In this fashion, 
many TCM-related cancers possibly caused by drinking water may be reduced. 
 
II. Introduction： 
 
 Chlorine is frequently used as a disinfectant in most water supply systems. The 
disinfection byproducts such as trichloromethane (TCM), which is carcinogenic in 
rodents, are a major concern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cancers of bladder, lung, colon, 
and rectu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CM. 
Possible Reaction Paths in Formation of TCM in drinking water 

 
 
 
 

TCM may be degraded in the presence of ozone, Fenton or photocatalysis. 
Nevertheless, these methods may be either economically unattractive or not very 
feasible in the home tap water system.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develop effective 
catalysts for degradation of TCM in drinking water. 
 
 

acid icChloroacetTCMssubtance) (humic OrganicHOCl

ClHHOClOHCl

ClCl

(aq)(aq)22(aq)

2(aq)2(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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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perimental section： 
 

A. Study design: 
(1) To synthesize novel catalysts (such as iron supported on molecular sieves) 
(2) To determine the activity of the synthesized catalysts 
(3) To study the reaction kinetics for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TCM 
(4) To design a device for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TCM at the faucet head to 

reduce concentrations of TCM in drinking water 
 

B. Analytical techniques： 

Eq(3)                                                                                 
RT
EaAln kln 

Eq(2)                                                          Aek :equation Arrhenius

Eq(1)                                                               k[S]Rate :equation Rate

RT
Ea

n

−=

=

=

−
 

Rate : composition rate of H2O2 
k   : constant  
[S] : concentration of H2O2 

 
The decomposition rate of H2O2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differences in 

voltage and pressure. 
 

(1) A CO2 senso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oncentration of CO2 generated from 
the degradation of the organic compounds. The reaction rate was 
calculated with these detected values. 

(2) A pH sensor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variation of the pH values in the 
reaction.            

      
      Fig. 1 The detection system                Fig. 2 The conical flask  

and the CO2 det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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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etup 

 

 
C. Experiment 1: Comparing catalyst made through ion exchange and  

hydrothermal synthesis 
（1） Ion exchange: The catalyst was added into a solution of 0.6M ferric 

nitrate for 8 hours. After filtration, the catalyst was calcined at 373 K for 
2.5 hours. 

（2） Hydrothermal synthesis: Ferric nitrate was added directly, with sodium 
hydroxide used to adjust the alkalinity, to undergo hydrothermal synthesis 
for 4, 8, 12 and 24 hours. 

（3） The system that used to compare the activity of the catalysts synthesized 
with ion exchange and hydrothermal synthesis: 0.05 g of each catalyst 
and 4 ml of water are mixed in injector A. The catalyst was then mixed 
with H2O2 in injector B. As the voltage was recorded every 10 seconds.  

 
 

Synthesis of catalyst (Fe-Al-SiO2)

Ion was incorporated in zeolite-5A
at 373 K for 24 hours 
Al2O3·Na2O:Na2SiO3:Fe(NO3)3 
=1:2:2 

Decomposition of catalyst 

Fe-Al-SiO2: argil = 1:1

Activity tests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H2O2

Characterization analysis 

SEM, XRD and EDS 

Kinetic studies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indigo and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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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action system for decomposition of H2O2 and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ion 

rate of O2 

 

D. Experiment 2: Images and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e catalyst were  
determined by S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XRD 
(X-Ray Diffraction) and EDS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1) The XRD patterns of the catalysts and other forms of iron were 
determined. (see Fig. 13) 

(2) The catalysts calcined at 623 and 873 K were determined by SEM. 
(3) The catalyst calcined at 623 K was determined by EDS. 

 
E.  Experiment 3: Making the argillaceous catalyst: Deposition of catalyst 

(Fe-Al-SiO2) onto argil, at which the catalyst would not 
dissolve in water. 

（1） The catalyst (Fe-Al-SiO2) was mixed with the same weight of the dry clay, 
kneaded with water, shaped in mold, dried in the shade, and calcined at 
250-800 . Fe℃ 2O3 and dried clay is also prepared. 

（2） The catalysts (Fe-A1-SiO2) were suspended in 0.2M of H2O2 to determine 
the possible dissolution. 

 
 
 
 
                                                                    

Fe-Al-SiO2+H2O2 Pressure Sensor Operational 
Amplifier 

PotentiometerDetermination of 
Pressure 

Eq(5)                                                                          PPPP

Eq(4)                                                                                      1/2OOHOH

(vapor)OHO(vapor)HOtotal

2(g)22(l)2

22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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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periment 4: Decomposition rate of H2O2 and activation energy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concentrations 
（1） The decomposition system shown in Fig. 3 was put in a through-flow 

cooler, set at designed temperatures. The three way was connected to an 
operational amplifier and a voltmeter. Time was recorded as soon as the 
voltage reading was 20 millivolts.  

（2） Determination of reaction order: The concentration of H2O2 was varied to 
determine the catalytic production rate of O2. 

（3） Activation Energy: The temperature was varied to determine the catalytic 
production rate of O2.  

（4） Degradation of indigo: 0.05g of indigo, 50 ml of H2O2, 100 ml of H2O, 
and 1.67 g of catalyst (Fe-A1-SiO2) were fixed in the apparatus shown in 
Fig. 2. The reactor temperature was set at 283 K. The reacting system in 
Fig. 1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oduction rate of CO2. 

（5） The control group of the degradation of indigo: 0.05 g of indigo, 50 ml of 
H2O2, 100 ml of H2O were mixed in apparatus. At 283 K, the reaction 
was conducted for one week. 

 
 

Fig. 6 The catalyst mold 

Fig. 5 The reaction of H2O2 with Fe2O3-argil
and argillaceous catalyst (Fe-A1-SiO2)

                                     

Fig. 4 Fe2O3- argil and argillaceous
catalyst (Fe-A1-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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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Determination of degradation of Indigo and/or TCM 

 
G. Experiment 5: Degradation of TCM 

The degradation of TCM in a solution containing: 
5 ml of TCM, 50 ml of H2O2, 100 ml of H2O, and 1.67 g of Fe-A1-SiO2 was 
determined at 283K to reduce experimental error caused by the evaporation of 
TCM.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 Experiment 1 : To ensure a well dispersed active catalyst can be synthesized 
 
 
 
 
 
 
 
 
 
 
 
 
 
 

Fig. 8 Calibration Curve (O2 v.s V)   at T= 298  
 
 

CO2 sensor 

Magnetic stirrer＋
5mL TCM＋50mL 
H2O2＋100mL 

Fe-Al-SiO2+H2O2

+ indigo/TCM 
CO2 Sensor Data Studio

ComputerDetermination of
CO2 Pressure 

0.0 0.5 1.0 1.5 2.0
0

100

200 y = 115x
R2 = 0.9989

O 2
pr

es
su

re
(to

rr)

Differential output voltag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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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Yield of O  (mol)
  V : Reactor Volume
  S : Slope of Calibration Curve (see Fig 1)
      V: Voltage Difference
  R : 0.082
  T : Temperature (K)

O2 2

R

Δ

 
 
 
 
  

0 20 40 60 80 100
0.0

0.5

1.0

1.5

5A-zeolite or ArgilFe2O3

FeSO4

Fe-Al-SiO2
yFe-Al-SiO2 

 = 5.8800x
yFeSO4 

 = 1.3636x
yFe2O3

 = 0.1083x
y5A-zeolite= 0.0000x
yBlank Argil= 0.0000x

O
2 (

10
-5
m

ol
)

time (sec)
  

Fig. 9 The decomposition rate of H2O2 profile of some catalysts 
 

 
Fig. 10 The sintered catalysts 
 

(1) The iron-incorporated catalyst (Fe-Al-SiO2) synthesized by the direct 
hydrothermal method has a uniform color and size while that made by 
ion exchange turned out to be uneven sizes and varied colors. 

(2) The catalytic rate varies with the time of hydrothermal synthesis. 
(3) The iron-incorporated catalyst (Fe-Al-SiO2) made by ion exchange has 

V)( 102.3       

V)( )
2980.082760

115103.8(n

5-

3

O2

Δ×=

Δ
××
××

=
−

V)( )
TR760

SV(n R
O2

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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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 reaction rate than that by Fe2O3.  
(4) FeSO4 powder can be dissolved in water and its reaction rate was less 

than that of iron-incorporated catalyst (Fe-Al-SiO2) by 25%. 
 

B. Experiment 2: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Catalysts 
(1)    

 
 
 
 
 
 
 
 
    

Fig. 11 SEM images of the catalyst (Fe-Al-SiO2) calcined at (A) 623 
and (B) 873 K for 2.5 hours 

(2)  

Si/Al Si/Fe
1.62 0.77
1.55 0.92
1.65 0.90
1.51 0.82  

Fig. 12 EDS of the catalyst (Fe-Al-SiO2) 
(3)  

    
Fig. 13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e catalyst (Fe-Al-SiO2)  

 

(A) SEM (B)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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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catalyst (Fe-Al-SiO2) calcined at 623 K possesses rod-like shapes with 
diameters of 150-200 nm. Calcined at higher temperatures (>873 K), the 
catalyst may be sintered. 

(5) The molar ratios of Si/Al and Si/Fe at four select areas determined by EDS 
suggest that iron is evenly dispersed in the catalyst (Fe-Al-SiO2). 

(6)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the catalyst determined by XRD clearly 
indicates that iron is incorporated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atalyst 
(Al-SiO2). As expected, the reactivity of the catalyst (Fe-Al-SiO2) is much 
greater than Fenton (FeSO4) and Fe2O3 by 4.13 and 58.8 times, 
respectively. 

 
C. Experiment 3: 
(1) As shown in Fig. 10, argil or Fe(NO3)3-incorporated argil may be sintered 

to solid at 1073 K, the color of the catalyst turns out to be dark red. 
(2) The Fe(NO3)3-incorporated argil has a yellowish brown color and is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Fe(NO3)3: argil = 1 : 1). 
(3) The argillaceous catalyst (Fe-Al-SiO2) that calcined at 623 - 873 K can 

catalytically decompose H2O2. 
(4) The Fe-incorporated argillaceous catalyst may be sintered at T>873 K, 

which has little catalytic activity. 
(5) Argil or the Fe(NO3)3-incorporated argil may be sintered at 623-873 K but 

calved in H2O2 (0.2M), as shown in Fig 14. 
 

 
Fig. 14 Fe(NO3)3-incorporated argil calved in H2O2 (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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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periment 4: Activity Test-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H2O2 

 

Fig. 15 First-order reaction for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H2O2 on 
Fe-Al-SiO2, at 283 K 

 

  Fig. 16 Activation energy (Ea) for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H2O2 on Fe-Al-  
SiO2, at 303-318 K 

 
The activation energy for the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H2O2 is 48.92 kJ/mol. 

As a first-order reaction, the reaction can be expressed as: 
      ]O[He105.59Rate 22

RT
48.9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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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periment 5: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Indigo 
 

0.00 0.04 0.08 0.12 0.16 0.20
0.0

0.4

0.8

1.2

1.6 y = 6.7515x
R2 = 0.9643

CO
2
Yi

eld
Ra

te,
(pp

m/
sec

)

[H2O2] (M)
0.00 0.04 0.08 0.12 0.16 0.20

0.0

0.4

0.8

1.2

1.6 y = 6.7515x
R2 = 0.9643

CO
2
Yi

eld
Ra

te,
(pp

m/
sec

)

[H2O2] (M)  
Fig. 17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Indigo   
 

 
Fig. 18 The degradation of indigo dye for 20 min 

 
(1) From Fig. 17, we can infer that the Fe-incorporated catalyst (Fe-Al-SiO2) 

is able to catalyze the heterogeneous reaction of degrading indigo. 
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rate equation (Rate=k×[H2O2]n ), the 
reaction is a first-order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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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periment 6: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TCM 
 

 
 
 
 
 
 
 
 
 
 
 

Fig. 19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TCM 
 

 
Fig. 20 Left: Study Group; Right: Control Group 

 
(1) Fig. 19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degrad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H2O2 is a first-order reaction (n=1). The multiplicative 
inverse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H2O2 shows the equation that 
Rate=k×[H2O2]n , in which k equals 18.549 ppm/sec/M H2O2 

3 2 2 2 3C H C l H O C O H C l+ +  
In Fig. 20 the silver chloride precipitate showed that the degradation of 
TCM yields chlorine ions in the left,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right 
shows little precipitate. (see Fig. 20)  

(2) Since 1.67 g of argillaceous catalyst (Fe-Al-SiO2) was used, the rate of 
CO2 production per gram of catalyst in degradation of TCM is 

2 2
18.549 11.1( / sec/ )
1.67

ppm ppm MH O= . 

The yield of CO2 was recorded to determine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indigo 
and/or TCM. Stoichiometrically, the molar ratio of TCM to CO2 is 1: 1. In the 
presence of 0.04-0.2 M of H2O2, degradations of indigo and TCM turned out to 

0.00 0.04 0.08 0.12 0.16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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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y = 18.549x
R2 = 0.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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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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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first-order reactions. The TCM degradation rate (28.5 ppb TCM / gCat / sec) 
can be determined. The catalyst is very effective in the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TCM.            

 
 
 
 
 

 
K: Rata Constant 
M: TCM Molecular Weight 
V (g) :Gas Volume 
R: Universal Gas Constant 
T: Temperature (K) 
m: Catalyst Mass 
V (solution): Solution Volume 

 
V. Conclusions 

(1) The novel catalyst (Fe-Al-SiO2) synthesized with sodium aluminate, 
sodium silicate and ferric nitrate at a molar ratio of 1:2:2 can be 
incorporated on surfaces of argillaceous materials. It turns out to be a very 
simple process in catalytic degradations with little separation problems. 
We found that the mixture of Fe-zeolite and argil could be sintered at a 
temperature range, rather than the normal range from 800 ℃ to 1000 ℃, 
but from 300 ℃ to 400 ℃.  

(2)  The novel catalyst (Fe-Al-SiO2) has very high activity, especially in 
catalytic decomposition of H2O2 at 283 K. 

(3)  The structure of indigo dye is complicated to hardly degrade. However, the 
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indigo dye is a first-order reaction. Therefore, we 
think the catalyst may be used to degrade other organic pollutants. 

(4)  TCM could be degraded catalytically on the catalyst (Fe-Al-SiO2) in the 
presence of H2O2 (1M). The activity of the catalyst was as high as 28.5 
ppbTCM / gCat /sec. 

 

sec) gCat /  /(ppbTCM 28.5=
×××
×××

=

×××

×××
=

                                          
2001.67283.150.082
100.1119.4518.549                                        

    
VmTR

ppb10VMk
TCM of raten Degradatio

3

(solution)

3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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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Future Applications 
 

The catalyst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argillaceous materials and installed at the 
faucet head. With air going through the device, the catalyst can be activated t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TCM in drinking water. In this fashion, risk from TCM-derived 
cancers can be reduced by using the new catalytic device. 

 

   
Fig 21: Design a device for catalytic degradation (oxidation) of TCM at the faucet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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