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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製造具吸附銅離子功能之纖維結構的方法，該方法包含：A.以單針式靜電紡絲技術
製備聚丙烯腈奈米纖維(PAN)；以及 B.對該聚丙烯腈奈米纖維(PAN)利用二乙烯三胺
(DETA)試劑進行表面改質，形成一胺化聚丙烯腈奈米纖維(APAN)。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步驟 A.包括：(a)製備一高分子均質溶液，該
高分子均質溶液包含聚丙烯腈以及二甲基乙醯胺(DMAc)溶劑；以及(b)將該高分子均質
溶液藉由靜電紡絲技術裝置，轉化為該聚丙烯腈奈米纖維(PAN)。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步驟(a)所配置之該高分子均質溶液濃度係
6wt%。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步驟 A.係於 16kV~20kV之電壓範圍、收集
器與噴絲頭間距為 14cm~16cm以及收集轉度介於 20~30cm sec-1之參數條件下進行。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步驟 B.包括：(a)製備一二乙烯三胺溶液，該
二乙烯三胺溶液包含超純水、二乙烯三胺(DETA)以及碳酸鈉；(b)將該聚丙烯腈奈米纖維
(PAN)置入該二乙烯三胺溶液中反應；以及(c)待該聚丙烯腈奈米纖維(PAN)顏色變化為橘
黃色，據以得到胺化之聚丙烯腈奈米纖維(APAN)。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之方法，其中該步驟(c)係於 373K~423K之溫度環境下進
行，且反應時間係為 3~5小時。

7.　一種依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方法製得的具吸附銅離子功能之纖維結構，包含：一
網狀纖維層，係由複數個奈米纖維交織而成，其中各該奈米纖維之直徑範圍係

200~600nm；以及一表層，係設於該網狀纖維層表面，其特徵在於該表層具有複數胺基
或複數醯胺基。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7項之纖維結構，其中該纖維結構係一非晶體結構。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係本創作較佳實施例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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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係 PAN聚丙烯腈奈米纖維與 APAN胺化聚丙烯腈奈米纖維的掃描電鏡示意圖。
圖 3係 PAN聚丙烯腈奈米纖維與 APAN胺化聚丙烯腈奈米纖維的 FTIR光譜比較圖。
圖 4係 PAN聚丙烯腈奈米纖維與 APAN胺化聚丙烯腈奈米纖維的 XRD比較圖。

圖 5係 PAN聚丙烯腈奈米纖維與 APAN胺化聚丙烯腈奈米纖維對 Cu2+吸附效率比較示
意圖。

圖 6係本創作較佳實施例之產物在不同 pH值環境下經吸附作用之 Cu2+的濃度變化圖。

圖 7係本創作較佳實施例之產物經假一級動力學模型迴歸分析吸附結果示意圖。
圖 8係本創作較佳實施例之產物假二級動力學模型迴歸分析吸附結果示意圖。
圖 9係本創作較佳實施例之產物經 Langmuir模型迴歸分析吸附結果示意圖。
圖 10係本創作較佳實施例之產物 Freundlich模型迴歸分析吸附結果示意圖。
圖 11係靜電紡絲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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