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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舊衣再利用之3D列印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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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摘要

本研究在探討使用回收衣服以改質聚丙烯進行再製作形成回收衣料的3D列印膠條。
為了找出能使回收衣物中的聚酯纖維與改質聚丙烯進行接枝，會先以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與尼龍(Nylon)為材料以改質聚丙烯(MPP)進行合膠
上的試驗用來測驗回收衣服製成膠條的機械強度、化學性質、是否具有記憶性。
關鍵詞：回收衣服、PET、PA、MPP

實驗流程

問題與討論

使用IR檢測不同比例下是否接枝成功
為MPP，將接枝成功的最佳比例之MPP
與PET+PA66取代衣物粉碎料，進行合
膠的物性測試，有良好的強度後將
MPP在合膠上的比例以衣服粉碎料進
行膠條上的製作，以利於進行3D列印。

圖(一) 高分子材料結構式 圖(二) 馬來酸酐接枝圖

結論

1. MPP成分比例

2. 押出膠條的粗細控制，可經由螺桿轉速以及
拉出機轉速來調整。

3.若拉取機轉速已調到緊繃但線材直徑還未符
合3D列印機需求，可以調整線材尚未進入水槽
的時間來改變線材直徑。

4.如遇樣品押出時太稀，可適時提高螺桿轉速
以及降低整體溫度。

5.物料需乾燥7小時以上，可以改善出料口有氣
體噴發或是混和不均勻的問題。

6.DCP使用量於 2.5/1000(g)為極限值，如果再
更多可能會有反效果且具有危險性。

7.衣服粉碎料相對於PET+PA66所製成的膠條較
好拉成1.75mm的膠條直徑。

PP MA 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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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螺桿參數設定 表(二) 膠條間差異比較圖

圖(六) MPP IR分析圖(接枝)
圖(六)可以看到MPP在1700cm−1

左右有產生pick，代表接枝成功。

(表一)上述四例為失敗圖與因素，我
們從每個因素中學習，慢慢調整每個
因素直到最後一個完美比例成功拉出
膠條且3D列印成功至(表二)合膠。

(表二)中如彎曲性與易固性太高，
沒有適時做好應對處理，如升溫
(底板或噴頭)、放慢列印機進料
速率等，都會造成失敗。

表(三) 衝擊試驗數據表

(表三)可以看到有加入MPP的合膠試片衝擊平均值
有明顯提升。

圖(三) 衣料、合膠膠條 圖(四) MPP膠條 圖(五) 衣物粉碎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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