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端氣候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讓人類不得不正視溫室效應議題，減少碳排、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成為當務之急。工研院研發的「煙道氣CO2捕獲與應用創新

製程技術」，解決二氧化碳捕獲成本過高的缺點，並將廢氣轉換成為有價值的

綠金，創新前瞻的技術，獲2020年「全球百大科技研發獎」入圍肯定。

廢氣變綠金

撰文／梁雯晶

野
火、洪水、乾旱、暴雪⋯⋯近年發生在世界

各地的極端氣候，對於人類生活空間的威脅

日益進逼，提醒我們再也無法輕忽溫室氣體對於環

境所造成的破壞。

為抑制全球暖化趨勢，2015年，聯合國195個

會員國共同通過《巴黎協定》，宣示各國將整體氣

溫升幅限制在攝氏1.5度之內的決心。臺灣雖非締

約國，但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對於減碳的責任亦

無法置身事外。

由於人類經濟活動蓬勃發展，造成溫室氣體主

成份的二氧化碳排放加劇，因此各國在抑制全球暖

化的工作上，除了提高能源效率、尋找替代能源之

外，紛紛朝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方向努力。

工研院團隊研發的「煙道氣CO2捕獲與應用創

新製程技術」，可將工廠煙道所排放氣體中的二氧

化碳吸附捕獲，排出淨化後的氣體；之後，再透過

加熱解吸製程，釋出所吸附的二氧化碳，純化再利

用，讓廢氣變綠金。

工研院研發的「煙道氣CO2捕獲與應用創新製程技術」，有效解決二氧化碳捕獲成本過高的缺點，榮獲今年全球
百大科技研發獎的入圍肯定。

煙道氣CO2捕獲
與應用創新製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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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技術成本過高　工研院團隊突破瓶頸

世界各國投入開發二氧化碳捕獲技術已多年，

「但整體捕獲製程的能耗過高，吸收劑捕獲二氧化

碳後，還需要加熱才能釋放氣體進行利用，導致每

噸二氧化碳的成本為50至70美元，昂貴的成本令業

界卻步，」工研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副組長溫俊祥

說明目前技術發展的限制。

為了突破瓶頸，在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支持

下，工研院於2016年著手研發低耗能的二氧化碳捕

獲再利用技術。目前主流技術所使用的吸收劑為液

態胺類化合物，雖具有高吸附量與吸收率，但同時

有熱穩定性差、再生時耗能高的缺點。工研院改以

低腐蝕性的吸收劑，捕獲二氧化碳後可利用工廠餘

熱或太陽能輔助進行分離、純化與再生，大幅降低

能耗。

溫俊祥進一步說明，工研院團隊除自行研發創

新捕獲技術，亦整合相關設備製造商，推出完整技

術設備方案，讓技術與設備全數國產化，創新的果

實可嘉惠國內產業。

場域實地驗證　成功克服困難

在研發的過程中，團隊也一一克服不少困難。

溫俊祥說明，工廠煙道廢氣除了二氧化碳外，也

有二氧化硫，舊款的吸收劑容易將2種氣體一同吸

收，造成二氧化碳捕獲效果相對較差。團隊必須找

到能吸附二氧化碳，但不和二氧化硫結合的吸收

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終於成功研發出來。

技術研發出來後，必須進行場域實地驗證，

才能確認系統是否能進行商業化運作。目前團隊

與廠商合作，建立1年10噸的二氧化碳捕捉場域

驗證系統，24小時不間斷進行試驗，就算三更半

夜也需以遠端系統操控，真正是所謂的「不眠不

休」。歷經半年實驗，系統持續運轉超過5,000小

時，證明捕捉的二氧化碳純化度高達99.9%，品質

可與國際水準並駕齊軀。

廢氣再利用　循環經濟新商機

光是把二氧化碳捕獲下來還不夠，必須進一

步再利用才能發揮更大效益。工研院團隊與石化

業者研發創新製程，捕獲的二氧化碳經觸媒催化

反應後，可在低溫低壓的狀況下，高效率轉化成

為烷烯烴化合物（如天然氣、乙烷、甲醇等）。

這些化合物可以進一步成為運動器材、鞋子、衣

服等民生必需品的製造原料，讓廢氣轉化成為產

業動能，點亮循環經濟的前景。

溫俊祥說，未來團隊將持續優化技術，期待

更有效率地轉化二氧化碳，協助產業開發國際品

牌大廠所需的低碳物料，降低臺灣對石化原物料

的進口依賴，開創藍海市場。「減碳是一場馬拉

松接力賽，透過工研院研發的創新技術，希望能

吸引更多企業廠商加入減碳行列，協助臺灣搶攻

循環經濟新商機，」溫俊祥對永續的未來抱著無

限的希望。

產研共創                                      耀馳國際

2020

預處理塔（脫硫） 吸收塔（吸收CO2） 脫附塔（脫附CO2）煙道氣       溶劑         CO2

煙道氣
無CO2

的溶劑

無二氧化碳的
煙道氣

作為民生用品的原料

觸媒催化反應

富含CO2

的溶劑

工廠餘熱
太陽能
輔助加熱

純度
>99%
CO2

煙道氣CO2捕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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