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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碳捕集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涵盖行业最新
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
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
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
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
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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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CCS技术是指将CO2从相关燃烧排放源捕获并分离出来，输送到油气田、海洋等地点
进行长期（几千年）封存，从而阻止或者显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减轻对地球气候的影
响，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的措施。而其中碳捕集的成本占整个系统的2/3，因而碳捕集技术
的研究和发展对于大力发展CCS技术显得至关重要。

碳捕集技术主要分为3种，一是燃烧前捕集，二是富氧燃烧捕集，三是燃烧后捕集。碳
捕集技术的选择取决于燃料的类型、燃烧方式、燃烧的温度、气体中CO2浓度和分压以及现
有技术和成本。

图：我国CCS技术发展进程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1 燃烧后捕集技术

火电厂的CO2燃烧后捕集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是可行的，且已有工业化应用。传统的
火力发电厂通过煤与空气混合燃烧产生热和电，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SO2、NOx和颗粒物等
污染物，由于CO2的捕集过程需要保持混合气体的相对洁净度，因而一般捕集的过程在除尘
脱硫脱硝以后。

燃烧后捕集技术的分支较多，主要分为吸收法、吸附法、膜分离法、低温蒸馏法等，
目前应用得最广泛且高效的CO2捕集方法是醇胺吸收法。醇胺法能够捕集85%~95%的CO2
，吸收了CO2的溶剂再进行升温解吸，可得到高浓度的CO2气体进行运输封存。

图：燃烧后捕集CO2系统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尽管商业化的CO2捕集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醇胺法捕集工程在近20多年以来已
陆陆续续建立起来上百座，主要应用于食物和饮料等工业的原料气中的CO2的捕集，少部分
应用于火力发电厂的CO2捕集。其中以Lummus、MHI、FluorDaniel等公司的工业化捕集最
为知名。一般的醇胺吸收液浓度为20%左右，增加吸收液浓度能够提高捕集效率和减少能耗
，但是吸收液浓度越大其对设备的腐蚀性也就越大，因而不同设计的捕集系统和装备，其工
艺流程和参数也大大不同。

燃烧后捕集技术可以直接应用于传统电厂烟气CO2捕集，且建设费用较低，但是由于
传统电厂的烟气流量大，CO2浓度低，压力小，因而其捕集能耗和成本都很难降低。且以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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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吸收法为主的捕集技术，由于醇胺溶液具有比较强的腐蚀性且易挥发具有一定毒性，因而
醇胺吸收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近年来CO2捕集技术和材料研究的深入，吸附法发展较
快且具有吸附速率快、操作简单等优点，特别是吸附剂的吸附性能越来越高。

吸附容量达12mmolg-1（65℃，PCO2=0.08）的固体胺吸附剂，这些新兴吸附剂的出
现有可能以更低的成本和能耗成功应用于燃烧后碳捕集。

        2燃烧前捕集

在燃烧前去除燃料中的碳元素，那么必然得将燃料中的碳转化为易分离的物质。以燃
煤火电厂为例，煤与水蒸汽或者氧气在高温高压下发生部分氧化反应，产生一定量的CO和
H2，即得到所谓的“合成气”。合成气经过颗粒去除纯化以后，合成气中的CO与水蒸汽发生
反应生成CO2，然后经过吸收法、吸附法等技术去除CO2，例如已得到广泛工业应用的Selo
xol法，然后得到几乎纯净的H2燃料气。

图：燃烧前捕集CO2系统示意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3 富氧燃烧捕集

如图3所示，富氧燃烧技术是指在燃烧过程中通入不含氮气的纯氧，燃烧后的烟气CO2
体积浓度可达85%以上，便于后续的封存。富氧燃烧捕集具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由于燃烧
过程中没有氮气的参加，其燃烧温度更高，且只产生微量的NOx，因而整个碳捕集过程其能
耗较低。

但是富氧燃烧捕集整个核心是制氧过程，常采用低温分离和膜分离技术，制氧过程费
用很高。

由于富氧燃烧过程温度较高，因而涉及燃烧器的材料耐受力和燃烧器的结构设计和改
造。综合考虑制氧成本和燃烧器结构这两方面问题，该过程目前主要限制于实验室和中试研
究。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正在研究改造富氧燃烧器，使得燃烧器能够同时将CO2的传输利用
以及保存集于一体。

图：富氧燃烧捕集CO2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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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
        4 小结

随着全球越来越重视气候的变化，温室气体的减排必将会受到各国的重视，碳捕集技
术是各国学者的研究热点。由于烟气的组成较为复杂，在原本的脱硫脱硝以后，还要进行碳
捕集，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降低捕集成本。近些年来膜分离法、吸附法、低温蒸馏法的
研究中，以吸附法研究最为热门。

各种吸附材料的研究和快速发展，伴随着吸附剂制备成本的降低，吸附法将会以其独
有的优势适用于燃烧后碳捕集。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燃烧前捕集和富氧燃烧捕集技术也将
会慢慢地应用于各种化石燃料燃烧的过程中，特别是对于火力发电厂而言，燃烧前捕集技术
的发展将会大大减少电厂的CO2排放量。

捕集后的二氧化碳作为一种副产物，只有少数会进入工厂进行生产应用，大部分还是
通过封存来进行保存，因而碳捕集技术的发展也将伴随着碳运输和碳利用研究。由于碳捕集
技术大部分还是处于试验性研究，因而工业化以及商业化的推广也是其一大任务。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碳捕集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内容严谨
、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正
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
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
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
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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