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氧化碳處理技術發展現況

王淑娟、余世宗

E-mail: 364799@mail.dyu.edu.tw

摘 要

本技術報告以二氧化碳減量處理技術中的捕集與封存技術(CO2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為主要技術，利用文獻分析

法(document analysis) 探討二氧化碳捕獲及封存技術之技術、影響、國內外技術發展與應用現況，並分析其潛在的主要問題

，以及技術可行並符合經濟效益的排放減量方式。 CCS技術區分為捕集、運輸與封存等3項技術。捕集二氧化碳的技術，

依捕集的位置和方法來區分，大致可分為燃燒後捕集(post-combustion capture)、燃燒前捕集 (pre-combustion capture) 、富氧

燃燒 (oxy-fuel combustion) 三類。捕集後分離，可分為吸收、吸附、低溫、薄膜分離等方法。運輸技術可分為陸域運輸及離

岸（海域）運輸。目前國際間運輸技術主要以管線為主，亦有車載或船載。 國際間所提出「大規模」的二氧化碳封存方式

，可分為地質封存、地表封存及海洋封存三大類。 以國內外技術發展與應用現況顯示：CCS是國際間咸認可大幅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選項之一，而CCS的廣泛應用取決於技術成熟性、成本、整體潛力、在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普及和轉讓及其應

用技術的能力、法規因素、環境問題和公眾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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