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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一 代 の 抗 菌 材 料 奈 米 銀 



銀  特性 

銀的化學性質穩定，表面不易氧化，而能常保光澤。又因為質地柔軟富延展性，容易加工成各種

飾品，再加上稀有性，使得金屬銀有貨幣的價值。例如西班牙在大航海時代，就曾把南美殖民地

所產的銀運回歐洲。另外中國在清末向英國購買鴉片或條約賠款，也都用白銀支付，可見白銀在

當時是國際貿易認可的貨幣。 

 

純銀又稱為足銀（即銀含量不小於千分之九百九十），由於過於柔軟，製品很容易因外力而變形，

因此一般的飾品常使用 925 銀，藉由添加少量銅來改善它的機械性質。全世界對銀的需求主要

在三個領域：電子工業（約 42％）、珠寶與銀器（約 28％）、以及相片製造（約 21％），不

過後者的需求會隨著數位相機的普及而逐漸減少。 

 

金屬銀有許多非常優異的特性，例如它的導熱與導電的性質，甚至略優於銅，還有對光的反射性

能也很好。許多頂級的音響玩家，為了得到較低的電阻界面，甚至使用鍍銀等級的喇叭線。另外

一些光學儀器也使用鍍銀的鏡面做為反射鏡。 

 

再者，銀的化合物如氯化銀、溴化銀等對光線特別敏感，容易因受光還原出金屬銀而變黑。利用

這個特殊的性質，銀被大量使用在底片、相紙上。在電子工業方面，銀則多應用於被動元件的電

極燒製，例如以含有銀粉的漿料印刷出導電線路，利用高溫燒去其他的有機物，銀粉藉由再結晶

而形成導電線路，汽車的除霧線也是如此製造的。 

 

 

不思議の奈米銀 

一個奈米等於十億分之一米，大約是分子或 DNA 的大小，或是頭髮直徑的十萬分之一。奈米

粒子一般是指小於 100 奈米的微粒，當材料小至奈米尺寸時，單位體積的表面積會大幅增加，

因此有較高比率的原子位於材料表面，而使其具有高度的化學活性。另外，在如此小的尺度下，

原子或周邊的電子會出現量子效應，其行為與巨觀材料不同。這些特性使得奈米科技成為熱門的

研究領域，研究人員也積極尋求這些特殊性質的新用途。 

 

然而怎樣才能得到這些奈米粒子呢﹖方法之一是機械研磨法，也就是「由上往下」的方式。試想



要如何把銀飾「磨」成像墨水一樣的「漿」呢？單純的機械研磨當然難以達成這一目標，因為傳

統機械研磨的極限大約在 100 奈米，而且成品的粒徑分布很寬，應該無法做出均勻的奈米級銀

漿。 

 

另外是採用「由下往上」的觀念，也就是在銀離子溶液中，利用化學還原劑或光線的照射激發，

使銀離子獲得電子而變為金屬態的銀。奈米銀就是指奈米尺度的金屬態銀。英國化學家法拉第就

曾製作出金、銀的奈米粒子，當時稱之為膠體。由於缺乏先進的分析儀器，對金屬膠體並未做進

一步的探究，不過當時他確知製作出的是金屬粒子，而且粒徑很小，可以穩定懸浮在液體中。 

在製作奈米銀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如何避免金屬微粒繼續長大，或者因彼此凝聚而變

大，其中有不少的化學技巧可以使用，尤其是各種保護劑的應用，這些保護劑會吸附在微粒的表

面上，抑制它們的成長或凝聚。但是有些保護劑因為會選擇性地吸附在特定晶面上，使得長出來

的銀微粒具有特定的形狀，例如球形、三角形、絲狀或四方形的晶體。 

 

當合成的奈米銀粒徑小於 50 奈米時，在布朗運動的作用下，銀粒子足以抗拒地心引力，而保護

劑可以抑制粒子間的凝聚變大，因此可以得到穩定的懸浮液體，短時間內，甚至長達數周，都不

會有明顯的沉澱現象。 

 

成功製備的奈米銀，是澄清透明的亮黃色液體，這是因為奈米銀在波長 410 奈米附近有特定的光

譜吸收峰。當金屬粒子粒徑遠小於入射光波長時，表面電子因受到入射光的激發，引起集體式的

偶極振盪，造成表面電子偏極化，稱為「表面電漿共振」。這種表面電漿共振現象會隨著金屬的

種類、粒徑、形狀及分散溶劑的不同而有所差異，黃色是奈米銀所獨有，奈米金則是紅色。 

 

 

 



抗菌新素材 
近年來為了追求更安全衛生的環境，生活中的許多用品在設計時都把自潔抗菌等功能列入考量。

抗菌劑的使用必須考慮安全性與環境保護，許多抗菌劑已經使用了很長的時間，也發揮了抗菌的

功效，但由於它們會持續釋放出毒性物質污染環境，這類的抗菌劑已逐漸被禁止使用，取而代之

的是金屬銀的奈米粒子。 

 

銀離子對於細菌的毒性及生物體的刺激性已是大家習知的事實，一般認為銀離子會使 DNA 失

去複製蛋白質的能力，而且銀離子也會與蛋白質上的某些官能基形成鍵結，因而使蛋白質受損。

奈米銀的抗菌效果又是如何達成的呢？它的抗菌機制為何？學者傾向的解釋是金屬粒子表面有

一層氧化物，氧化銀在水中會水解成銀離子與氫氧根離子，其中溶出的微量銀離子便是造成抗菌

效果的根源。  

 

2004 年 Sondi 等人曾使用自行合成的奈米銀粒子做為抗菌劑，測試它對大腸桿菌的抗菌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與奈米銀接觸的大腸桿菌，細胞壁上產生了許多小孔洞，奈米銀粒子則累積在細胞

壁上。細胞壁形成孔洞之後會使得細胞壁的透過度顯著增加，最後造成細胞的死亡。 

 

 

 

 

 

 

 

 

 

 

奈米銀的抗菌效果 <a> 經過50ppm奈米銀處理後的大腸桿菌饑 

<b>  4小時後細菌豷面產生孔洞 

 

每天穿在身上的貼身衣物，醫療用的床單被套、止血紗布等，都有抗菌的需求，利用奈米銀抗菌

技術可達到抑制有害病菌滋生的效果。從最常見的天然棉纖維到聚酯、尼龍等人造纖維，許多研

究者用各種方法把奈米銀微粒散布到這些纖維上，希望能製作出具有抗菌效果又耐水洗的纖維材

料。 

 

把奈米銀微粒均勻地散布到纖維上，主要有兩種方式。最常見的是在布料染整時以奈米銀懸浮液

為染料，先把清潔的布料放入奈米銀懸浮液中浸漬，再加壓使懸浮液均勻吸收到纖維內，並壓除

過多的液體，最後再控制乾燥過程把奈米銀微粒固定在布料纖維上。另一種處理方式是直接在纖

維表面上還原出奈米銀微粒。2003 年 Yuranova 等人曾使用電漿及紫外光對人造纖維進行表面



改質，再把纖維浸漬在硝酸銀水溶液中，使銀離子與纖維表面上的官能基螯合後，加入還原劑使

銀離子還原成金屬粒子，並且直接連結在纖維表面上。 

 

這兩種方法中，前者較易讓目前的紡織業接受，後者則在應用上有很多限制。而以含浸的方式加

工奈米銀於紡織品上，關鍵的問題在於材料的耐洗度，而這牽涉到原料的配方技術。一般的奈米

銀材料僅是單純的材料，並不具有可以直接加工的特性，就算加工後耐洗滌性也非常的差，而本

公司奈米銀產品則具有特別配方的黏合劑，這個獨特的配方技術，從最早的光觸媒織品加工技術

發展至今，已有十年的歷史，讓許多奈米材料得以簡便的應用在紡織品上，以含浸的方式就可以

加工，並將奈米銀順利的固定於紡織品表面，且經得起嚴苛的洗滌條件，更以與此同樣的技術取

得了醫療用抗菌標準，可以耐洗滌達 50 次以上。 

 

 

 

 

 

 

 

 

 

 

 

 

 

 

 

 

 

 

經加工的織品纖維之掃描電顯圖像 

在橫切面可清楚看到 ARC-FLASH 材料十分均勻地附著於纖維外層，形成一層

緊密的光觸媒薄膜。 只有 ARC-FLASH 如此頂尖的加工科技能使材料滲透入衣

物纖維內，進而達到奈米銀的抗菌等功效，並具有耐洗滌 50 次以上的能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