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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 次 會 議 主 題 為 第 二 十 八 屆 匹 茲 堡 國 際 煤 碳 研 討 會 。  

 

基 於 目 前 政 府 積 極 推 動 之 減 碳 相 關 政 策，本 次 派 員 赴 美 國 參 加 28th International  

Pittsburgh Coal Conference ( IPCC)， 發 表 會 議 論 文 ， 除 可 瞭 解 世 界 各 國 目 前 於 潔

淨 能 源 之 發 展 現 況 ， 亦 可 與 相 關 領 域 之 專 業 人 士 交 流 相 關 知 識 。  

 

IPCC 之 議 題 包 括 捕 碳 /封 存 計 畫 近 況、燃 燒 與 氣 化 等 重 要 議 題，為 獲 知 目 前 減 碳

議 題 發 展 最 新 狀 況 之 重 要 年 度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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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目目目目    的的的的 

核 能 研 究 所 (以 下 稱 本 所 )目 前 正 積 極 進 行 能 源 相 關 計 畫，包 括「 減 碳 政 策 評 估 與

淨 碳 技 術 發 展 」、「 淨 碳 系 統 模 擬 分 析 技 術 開 發 」 與 「 潔 淨 燃 料 工 廠 虛 擬 整 合 工

程 模 擬 平 台 研 發 」 等 。 為 瞭 解 目 前 國 際 於 相 關 研 究 議 題 之 發 展 現 況 ， 本 次 公 差

主 要 為 參 加 28t h International  Pittsburgh  Coal  Conference ( IPCC)，並 發 表 研

究 論 文 。  

 

第 28 屆 年 會 於 2011 年 9 月 12 – 15日 於 美 國 賓 州 匹 茲 堡 市 (Pittsburgh)舉 行 ， 會

議 主 題 包 括 捕 碳 /封 存 計 畫 近 況 、 燃 燒 與 氣 化 等 重 要 議 題 ， 為 獲 知 目 前 減 碳 議 題

發 展 最 新 狀 況 之 重 要 年 度 會 議 。  

 

為 了 在 潔 淨 能 源 技 術 之 研 究 議 題 上 進 行 交 流 ， 有 世 界 各 先 進 研 究 團 隊 參 與 此 會

議 ， 包 括 NETL, DOE, Cogentrix, LTI, CAER, CONSOL Energy Inc., NICE, LLC, 

CAER 等 。 故 本 所 派 員 參 與 此 會 議 為 交 流 與 驗 證 專 業 技 術 之 良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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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過過過過    程程程程 

(一) 公差行程 

 本次公差自民國 100年 9 月 10 號至 9 月 16 號日止，共計 7 天(圖 II-1)。 

 

 

 

圖 II-1：公差行程示意圖 

 

9 月 10 日(星期六)  自台灣桃園機場出發 

9 月 10 日(星期六)  抵達美國紐約紐華克機場 

9 月 11 日(星期日)  自紐約紐華克機場轉機至匹茲堡市 

9 月 12 日(星期一)  ~ 9月 14 日(星期三)  註冊，出席第 28 屆 IPCC會議，發表論文 

9 月 15 日(星期四)  由匹茲堡出發，於鳳凰城轉機，再至洛杉磯轉機 

9 月 16 日(星期五)  返抵台灣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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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28 屆匹茲堡淨煤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Pittsburgh Coal 

Conference, IPCC) 
第 28 屆 年 會 於 2011 年 9 月 12 – 15日 於 美 國 賓 州 匹 茲 堡 市 (Pittsburgh)舉 行 (圖

II-2 ~ II-7)，會 議 主 題 包 括 捕 碳 /封 存 計 畫 近 況、燃 燒 與 氣 化 等 重 要 議 題，為 獲 知

目 前 減 碳 議 題 發 展 最 新 狀 況 之 重 要 年 度 會 議 。  

 

為 了 在 潔 淨 能 源 技 術 之 研 究 議 題 上 進 行 交 流 ， 有 世 界 各 先 進 研 究 團 隊 參 與 此 會

議 ， 包 括 NETL, DOE, Cogentrix, LTI, CAER, CONSOL Energy Inc., NICE, LLC, 

CAER 等 約 四 百 人 參 加 此 會 議 。  

 

IPCC-28之議程如表 II-1 所示。每天早上先進行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此全體會議各有

三場 keynote演講。接著是早上一段口頭論文發表，下午則是安排兩段口頭論文發表，每一

段論文發表共有六個場次同時進行。海報論文發表安排在 9 月 14(星期四)晚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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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2 舉 辦 會 議 之 Westin 飯 店  圖  II-3 匹 茲 堡 市 區 景 象  

  
圖  II-4 IPCC-28會 場 外 觀  圖  II-5 連 接 飯 店 與 會 場 之 天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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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6 911 十 週 年 紀 念 活 動  圖  II-7 匹 茲 堡 市 夜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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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I-1：IPCC-28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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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之議程共計分七項領域進行，各領域之主題摘要如下： 

2011 Sessions and Topics 

  

1. Combustion  

Session Chair: John Wheeldon, EPRI and Evan Granite, U.S. DOE/NETL 

•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 Advance Pulverized Coal Combustion Technologies (Supercritical, Fluidized Bed, Etc.) 

• Novel Technologies (Oxyfuel, Chemical Looping, Etc) 

• Flue Gas Clean Up 

• Science And Modeling 

• Materials, 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s 

• Turbines (Steams) 

2. Gasification  

Session Chairs: Massood Ramezan, Leonardo Technologies, Inc. (LTI), and Jenny Tennant, U.S. 

DOE/NETL 

•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 Underground Coal Gasification (UCG) 

• Synthesis Gas Cleanup 

• Gasification Science and Modeling 

• Novel Gasif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Concepts 

• Co-Gasification of Coal and Biomass 

3.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  

Session Chair: Jim Howe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CAER 

• Energy Production and Water Use - Conservation and Recycle  

• Life Cycle Analysis (LCA) of Energy Produc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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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Productio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 Energy Sustainability - Efficiency and Conversion to Reduce GHG  

• GHG: Inventory Protocol,  Legal and Regulatory Considerations, Credits    

4. Carbon Management 

Session Chairs: Richard Winschel, CONSOL Energy Inc. and  

Steve Carpenter, Advanced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Inc. 

• Pre-Combustion Capture 

• Post-Combustion Capture 

• CO2 Sequestration (Monitoring, Mi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Storage: Depleted Oil/Gas 

Reservoirs, Aquifers, Basalt, Coal Bed Methane) 

•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Issues 

• Legal and Regulatory Issues  

• Carbon Footprint Comparison: CTX (DCL/ICL), Petroleum  

5. Coal-Derived Products  

Session Chairs: Belma Demirel, Rentech, Inc., Ke Liu, National Institute of Clean & Low-carbon 

Energy (NICE), Rachid Oukaci, Energy Technology Partners, LLC, and Xin Xiao, Savannah River 

National Laboratory 

• Coal-To-Liquids, CTL (Direct Liquefaction, Fischer-Tropsch, Methanol-To-Gasoline, Etc.) 

• Substitute Natural Gas (SNG) 

• Hydrogen Production 

• Syngas Utilization (Gas Turbines, Fuel Cells) 

• Chemicals/Materials 

• Coal Utilization By-Products (Ash, Fertilizers, Etc.) 

• Jet Fuel  

6. Coal Science 

Session Chair: Jim Hower, University of Kentucky, CAER, and Leslie "Jingle" Rupper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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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Survey 

• Chemistry 

• Geoscience/Coal Resources 

• Trace Elements/Emission 

• Processing 

• Coal Preparation 

7. Major CCS Demonstration Projects 

Session Chairs: Gary Stiegel, U.S. DOE/NETL and Thomas Sarkus, U.S. DOE/NETL 

• Updates on existing clean coal major demonstration projects (IGCC, SCPC, USC, 

Oxy-combustion, etc.) 

• Status of current clean coal development projects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 Industrial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s of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project  

 
筆者於 9 月 15 日(星期四)搭機離開美國，於 9 月 16 日(星期五)返抵台灣桃園機場，結束本次

公差行程。 

 

會後亦公告下屆會議之時間，將於 101年 10 月 15-18日於相同地點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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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心心心心    得得得得 

本次公差主要乃是參加第 28 屆 International Pittsburgh Coal Conference (IPCC-28)，發表研究

論文。以下摘錄部份相關研究論文。 

 

1. Plenary Sessions 
會議進行方式首先進行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並安排各三場 keynote演講，本屆應邀之

講員如下： 

PLENARY SPEAKERS 

TUESDAY, SEPTEMBER 13, 2011 

Energy Production/Policy Speakers 

Charles McConnell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Fossil Energy 

Department of Energy, USA 

 

Thomas J. Bonner 

President 

Cogentrix Energy, LLC, USA 

 

Steve Herman 

Managing Director 

Energy Capital Partner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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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14, 2011 

International Issues 

Yuzhou Zhang 

CEO 

Shenhua Group, CHINA 

 

Steve Orlins 

Presiden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USA 

 

Sami Demirbilek 

CEO 

Ciner Group,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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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SEPTEMBER 15, 2011 

Environmental Issues 

Anthony Cugini 

Director 

Department of Energy, USA 

 

Steven Winberg 

Vice President, R & D 

CONSOL Energy Inc., USA 

 

Frank Princotta 

Director,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vision, USEP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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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ergy Production/Policy 
9 月 13 日早上之演講議題為「能源產出/策略(Energy Production/Policy)」；講者分別來自政府

單位，研究機構與產業界。首位演講者 Charles McConnel，為美國化石能源部門(Fossil Energy 

Department of Energy)之首席運營長(Chief Operating Officer)(圖 III.1-1)，其講題為“Fossil 

energy in a Carbon Constrained World” (圖 III.1-2)。演講重點摘錄如圖 III.1-3 ~ III.1-9 所示，其

演講涵蓋以下議題： 

� DOE Strategic Plan (圖 III. 1-3) 

� Transform our Energy Systems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nterprise 

� Secure our Nation 

�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 Fossil Energy Portfolio (圖 III. 1-4) 

� Oil and Gas (圖 III. 1-5) 

� CO2-Enahnced Oil recovery (圖 III. 1-6) 

�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圖 III. 1-7) 

� Return of Investment (圖 III. 1-8) 

� Conclusion (圖 III. 1-9) 

� Competition for Global Resources 

� Global Environmental Trends and Policies 

�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s 

� Commercial Scale 

� Create a Compelling Choice for Fossil Energy That is Game-Changing and Sustainable 

 

 

第二位演講者 Thomas J. Bonner，為 Cogentrix Energy, LLC之總裁，其演講之題目為

“Consideration of Coal, other Fuels, and Technology in Developing and Operating a U. S. 

Generation Portfolio”(圖 III.1-10)。Cogentrix設立於 1983年，自 1985年起已建立 18 座電廠，

裝置容量超過 5,000 MW。其中包括 9 座燃煤電廠。其報告中提及目前促使產業發展之動力為

燃氣成本與運煤成本之競爭，目前現存之電廠技術將會限制燃煤電廠修建之機會，另外，近

況不佳之經濟情況將導致嚴重之電能短缺 (圖 III.1.11 ~ III.1.27)。其內容包括以下議題： 

� Customer Objectives(圖 III.1.16) 

� Investor owned utilities, municipals and coops - build v. buy 

�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 Reserve Margins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圖 III.1.17 ~ III.1.20) 

� Regulation (圖 III.1.21 ~ III.1.24) 

� Availability of Financing (圖 III.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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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Future for Coal in the Generation Mix in the U.S.? (圖 III.1.26) 

� Long term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gas and coal pricing  

� Electric rate regulation and cost recovery 

� Summarization (圖 III.1.27) 

 

(2) International Issues 
9 月 14日早上之演講議題為「國際議題(International Issue)」；講者為大陸神華集團總裁 Yuzhou 

Zhang，講題為：「The Clean Coal Conversion & Utilization Technologies in Shenhua and China」

(圖 III.1-28)。神華公司設立於 1995年，為目前中國最大之產煤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煤供應商。

其整合多項業務包括礦業、動力、鐵路、港務以及煤轉換為液態及化學原料等技術。並指出

提升煤炭使用效率為未來降低二氧化碳之有效方式。而將生質物混入煤炭中使用能夠更進一

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圖 III.1-29 ~ III.1-30)。其演講議題包括： 

� CO2 reduction (圖 III.1-31 ~ III.1-33) 

� Clean coal conversion (圖 III.1-34) 

� Technology Portfolio of Shenhua & NICE (圖 III.1-35) 

� Major Clean Coal Conversion Demo Projects in China (圖 III.1-36 ~ III.1-41) 

� Coal conversion process analysis (圖 III.1-42 ~ III.1-45) 

� Concluding Remarks (圖 III.1-46) 

 

 

2. Technical Paper Sessions 
IPCC-28之論文發表接在全體演講之後，早上一個時段，下午兩個時段，同時有六個場

次之口頭論文發表進行，每場安排約 5~6篇論文之發表。議題分為七項：(1) Major CCS Demo 

Projects, (2) Gasification, (3) Coal-Derived Products, (4) Carbon Management, (5) Combustion, (6) 

Mining, (7) Coal Science。筆者參與主題與業務內容較相關之論文發表，摘錄部份論文如下。 

 

論文 # 2-4 (圖 III.2-1 ~ III.2-12) 

此篇論文由 NETL 之 Stephen E. Zitney 發表，演講主題為 Advanced Virtual Energy Simul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IGCC with CO2 Capture Power Plant。主要介紹其建立之 AVESTAR 

Center之模擬技術及訓練課程及研究主題。其模擬器宣稱可模擬 IGCC 整廠之動態響應，且

具有三維即時互動能力。訓練課程則包括 IGCC、氣化程序以及 Combined Cycle操作等。 

 

論文 # 14-1 (圖 III.2-13 ~ III.2-24) 

此篇論文由 University of Utah之 Kevin J. Whitty 發表，演講主題為 Pressurized Entrained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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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Gasifier Performance: A Parametric Study。主要是針對加壓-吹氧式挾帶床氣化爐進行參數

測試，測試之參數為氧氣壓降(停滯時間)、氧/煤比及壓力對於出口溫度、產氣成份之影響。

該氣化爐為介於實驗室等級以及商轉等級之中等規格爐體，可在接近工業用條件進行測試，

且易於取得結果進行分析。 

 

論文 # 14-2 (圖 III.2-25 ~ III.2-33) 

此篇論文由澳洲 CSIRO之 Daniel G. Roberts 發表，演講主題為 Experimental and Modeling 

Studies of Pressurized Coal Gasification Behavior。CSIRO之研究方向主要為澳洲煤之氣化行為

與高溫 char-steam之反應速率探討。模型主要用以確定氣化子模型當中部份化學成份之形成

細部機制。採用之爐體為加壓式挾帶床氣化爐，在稀釋環境下進行測試，但保持適當之氧/碳

比率。另外將 char-steam反應獨立出來探討，實驗參數包括氧/碳比率與停滯時間對氣化結果

之影響。 

 

論文 # 14-3 (圖 III.2-34 ~ III.2-45) 

此篇論文由 NETL 之 Job S. Kasuel 發表，演講主題為 Steady-State Modeling of a Single-Stage, 

Downward-Firing, Entrained-Flow Gasifier。主要是針對挾帶床氣化爐建立包括細部化學反應機

制之穩態模型，並嘗試延伸至動態模型。其化學反應機制共包含 4 條異相反應與 6 條同相反

應。另外，其模型亦包含一 heuristic recirculation模型，用以評估迴流現象對於初始流場之影

響。其爐體壁面熱傳模式採用熱對流模式進行計算，而非其它文獻中以假設之線性溫度分佈

的方式。採用之求解器為 Aspen Customer Modeler (ACM)。其模型計算出之結果與文獻值、

工業結果頗為一致。 

 

論文 # 14-5 (圖 III.2-46 ~ III.2-54) 

此篇論文由澳洲 CSIRO之 Daniel G. Roberts 發表，演講主題為 Using Fundamental Data to 

Model Entrained Flow Gasification: Impacts of Coal Type on Gasifier Performance。主要是將其先

前發展之 2 維軸對稱模型應用至實際氣化爐之構型與操作條件中。其子模型包括去揮發化模

型、異相反應模型、揮發物與可燃氣之氧化反應、同相之水氣轉化反應、熱對流與熱輻射模

型等。並選用四組不同之氧/碳比率進行測試。 

 

論文 # 32-1 (圖 III.2-55 ~ III.2-59) 

此篇論文由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之 Kiran Chaudhari 發表，演講主題為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Gasification Kinetics Models for CFD (and Process Simulation) Codes。主要是整合現

有之各種化學反應機制子模型於其自行建立之模組當中。透過其自行建立之 GUI 介面，可將

目前現在之各式化學反應機制導入其模組當中。在設定相關參數後，即可導入目前各式之商

用軟體當中進行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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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 32-2 (圖 III.3-1 ~ III.3-24) 

此篇論文為本所與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之王亭教授合作之成果，由王亭王亭王亭王亭教授發表，演講

主題為 Numerical Analysis of Gasification Performance via Finite-Rate Model in a Cross-Type 

Two-Stage Gasifier。此研究主要乃是建立三維之 cross-type，兩級式氣化爐模型。分析之參數

包括氧/煤比、水煤漿濃度、第一/第二級導入燃料分佈之影響。 

 

論文 # 32-3 (圖 III.2-60 ~ III.2-72) 

此篇論文由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之王亭王亭王亭王亭教授發表，演講主題為 Development of a 

Devolatilization Model in Multi-Phase Simulation of a Mild Gasifier with a Draft Tube。此研究主

要乃是提出 IMGCC 之概念式系統設計，其中 M 表示 Mild 之 IGCC 系統，主要是在除硫系統

中假設可在高溫情況下進行。此種 Mild gasifier 包含流體化之現象，故需採用 E-E 模型進行

計算。初步結果顯示此概念設計是可行的，但細部設計需要再進一步修正。 

 

3. Poster Sessions 
IPCC-28之 Poster session場次安排在 9 月 14 日晚間舉行，主題同樣包含前述各領域，其

論文篇數如下： 

(1) Combustion：6 篇 (去年 17 篇) 

(2) Gasification：19 篇 (去年 8 篇) 

(3)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9 篇(去年 11 篇) 

(4) Carbon Management：10 篇 (去年 11 篇) 

(5) Coal-Derived Products：6 篇 (去年 17 篇) 

(6) Coal Science：19 篇 (去年 28 篇) 

 

與前一年度比較，在 gasification部份之論文篇數大幅增加，部份海報展示摘要如下(圖 III.4-1 

~ III.4-6)。 

 

主要心得分述如下： 

1. 原先於相關研究議題之瞭解只局限於研究文獻，藉由參加此國際會議可藉由演講提供大

方向之瞭解，而參加論文發表會議則能夠獲知較細部之研究現況，對於往後進行相關研

究能夠提出相關建議，對於核心業務之進行有相當大之助益。 

 

2. 除了解歐美各國之發展現況外，本次公差亦獲知，目前大陸方面對於淨煤技術之發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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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由於大陸當局為追求經濟成長，使其雖具有煤礦產出能力亦成為化石能源之輸入

國；另外再加上金磚四國中之印度對於能源之需求，將進一步推升我國化石能源取得之

困難度，故我國在潔淨能源與淨煤技術之研究為目前最重要之發展議題之一。另外，於

神華集團主席 Yu Zhuo Zhang 之演講中提及，提高煤炭之使用效率為未來降低二氧化碳

之最有效辦法，此觀點與目前本組進行之運轉參數測試以尋找提高煤炭氣化效能之目標

一致；另外也提到生質燃料與煤炭混燒可進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此與本年度投稿於

國際會議之探討項目相關。故本組目前進行之研究方向基本上與國際間認知之主要發展

方向一致。 

 

3. 本組所發表之論文場次中，與會人員曾提及是否曾驗證吾人提出之模型，然目前唯有

NETL 之報告內容可供成份比對，而溫度與爐內細部現象則無資料可供比對；因此在提出

模型之結果前，須先以實驗數據驗證，再進行後續之參數分析。然目前於實驗結果獲得

之困難度使得模型驗證只能以部份報告內容進行比對，往後若有機會能夠獲得較完整且

細部之實驗結果，對於模型之發展將有重大之助益。 

 

4. 在海報發表場次中，有學者建議吾人於關鍵組件分析時，亦同時須搭配完整之程序分析，

方能避免見樹不見林之現象。故本組可與系統程序分析小組進行進一步交流互相了解目

前最新發展現況。 

 

5. 在本次公差之前，筆者主辦之委託案遇到無觸媒水氣轉化反應參數難以獲得之困境，而

在此會議當中同樣有學者提出此議題，並表示約只有 5%之研究是符合需求之設定條件，

因此找尋與氣化條件一致之反應參數，為改善模型可靠度之重點工作之一。 

 

6. 本組進行關鍵組件分析時，為求模型之完整性，考慮約 8~10 條同相與異相之化學反應

式，而此會議當中則有部份研究乃是僅考慮單一異相化學反應式之現象進行探討，例如

煤焦-水蒸氣或二氧化碳之單一反應，此結果可納入目前建立之化學反應模型之反應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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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當中，藉由與其它文獻參數進行比較，並選取較適當之參數值用於模型之測試中。 

 

7. 在氣化場次發表中部份作者無法出席，故筆者抽空前往參加 Major CCS Demonstration 

Projects 之發表。在聆聽該場次之發表中發現，報告人除說明目前技術層面之發展現況外，

其計畫案都會建立一套 Revenue Model 以評估其商業價值。由於目前美國之經濟困境，故

相關計畫推動所需之資金將由政府出資逐漸轉為民間資金。因此計畫之投資報酬率之重

要性不亞於技術面之發展。本所在設計示範設施過程中，除技術層面之考量外，亦可將

商業運轉之方向列入考慮，以提高其經濟價值。 

 

8. 王亭教授提出之 IMGCC 之概念，若發展成功，將可提高目前燃煤電廠之可用率，唯其前

提乃是高溫除硫技術需能配合。此研究預估需十年左右之研究時程，且比較偏重學術層

面之研究。唯其建立之多相流、E-E 模式下之揮發模型與暫態分析能力為目前本組較不

熟悉之部份，故往後可於此議題上與王教授交流，可提高本組於氣化爐分析能力之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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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本 所 目 前 正 積 極 進 行 能 源 相 關 計 畫，包 括「 減 碳 政 策 評 估 與 淨 碳 技 術 發 展 」、

「 淨 碳 系 統 模 擬 分 析 技 術 開 發 」與 「 潔 淨 燃 料 工 廠 虛 擬 整 合 工 程 模 擬 平 台 研 發 」

等 。 為 瞭 解 目 前 國 際 於 相 關 研 究 議 題 之 發 展 現 況 ， 本 次 公 差 主 要 為 參 加

International  Pittsburgh  Coal  Conference (IPCC)， 發 表 研 究 論 文 。 第 28 屆

年 會 於 美 國 賓 州 匹 茲 堡 市 (Pittsburgh)舉 行 ， 會 議 主 題 包 括 捕 碳 /封 存 計 畫 近 況 、

燃 燒 與 氣 化 等 重 要 議 題 ， 為 獲 知 目 前 減 碳 議 題 發 展 最 新 狀 況 之 重 要 年 度 會 議 。

本 次 公 差 行 程 之 建 議 事 項 如 下 ：  

 

(一 )氣 化 爐 內 之 反 應 機 制 仍 充 滿 許 多 不 確 定 性，尚 需 要 進 一 步 之 基 礎 研 究，除 採

用 CFD 模 擬 分 析 外 ， 尚 需 搭 配 實 驗 結 果 以 充 份 驗 證 反 應 機 制 ， 故 實 驗 結 果

之 取 得 為 後 續 在 發 展 上 之 重 要 議 題 。  

 

(二 )在 針 對 關 鍵 組 件 進 行 分 析 時，尚 需 搭 配 完 整 之 程 序 分 析，方 能 對 氣 化 程 序 之

整 體 概 念 有 較 完 整 之 瞭 解 。  

 

(三 )目 前 氣 化 爐 內 之 水 氣 轉 化 反 應 之 數 據 主 要 是 在 有 觸 媒 之 情 況 下，而 實 際 氣 化

過 程 則 無 觸 媒 參 與 其 中，故 找 尋 無 觸 媒 情 況 下 之 反 應 參 數，並 導 入 目 前 建 立

之 模 型 當 中 ， 為 進 一 步 改 善 計 算 結 果 之 重 要 工 作 之 一 。  

 

(四 )本 次 會 議 有 數 篇 研 究 僅 針 對 煤 焦 與 水 氣 /二 氧 化 碳 之 單 一 反 應 進 行 分 析 ， 此

分 析 結 果 可 用 於 調 整 目 前 所 建 立 之 異 相 化 學 反 應 機 制 。  

 

(五 )本 次 會 議 當 中 有 許 多 論 文 將 商 業 模 型 納 入 其 設 計 參 數 之 考 量 當 中，並 強 調 唯

有 將 設 計 領 往 具 有 商 業 潛 力 之 方 向，才 有 進 一 步 發 展 之 價 值，建 議 本 所 可 投

入 在 此 議 題 上 ， 以 提 高 未 來 欲 建 立 之 氣 化 程 序 之 商 業 價 值 。  

 

(六 )綜 合 考 量 目 前 國 際 上 於 氣 化 分 析 之 現 況 ， 建 議 明 年 可 採 用 f inite-rate， 或

f inite-rate/eddy-dissipation之 模 型 進 行 後 續 之 操 作 參 數 分 析 工 作 。  

 

(七 )目 前 合 作 之 紐 奧 良 大 學 研 究 團 隊 已 具 有 多 相 流 與 暫 態 行 為 分 析 能 力，建 議 明

年 度 之 傳 輸 式 氣 化 爐 /循 環 式 流 體 化 床 氣 化 爐 之 研 究 可 委 託 其 進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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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一) 本屆大會議程 

(二) Plenary Session相關圖片 

(三) Technical Paper Session相關圖片 

(四) 發表之論文投影片 

(五) Poster Session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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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屆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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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lenary Session相關圖片 

  
圖 III.1-1 圖 III.1-2 

  
圖 III.1-3 圖 III.1-4 

  

圖 III.1-5 圖 III.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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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7 圖 III.1-8 

  
圖 III.1-9 圖 III.1-10 

  

圖 III.1-11 圖 III.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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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13 圖 III.1-14 

  
圖 III.1-15 圖 III.1-16 

  

圖 III.1-17 圖 III.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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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19 圖 III.1-20 

  
圖 III.1-21 圖 III.1-22 

  

圖 III.1-23 圖 III.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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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25 圖 III.1-26 

  
圖 III.1-27 圖 III.1-28 

  

圖 III.1-29 圖 III.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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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31 圖 III.1-32 

  
圖 III.1-33 圖 III.1-34 

  

圖 III.1-35 圖 III.1-36 



第 36 頁 
 

 

  
圖 III.1-37 圖 III.1-38 

  
圖 III.1-39 圖 III.1-40 

  

圖 III.1-41 圖 III.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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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1-43 圖 III.1-44 

  
圖 III.1-45 圖 III.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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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echnical Paper Session相關圖片 

  
圖 III.2-1 圖 III.2-2 

  
圖 III.2-3 圖 III.2-4 

  

圖 III.2-5 圖 III.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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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7 圖 III.2-8 

  
圖 III.2-9 圖 III.2-10 

  

圖 III.2-11 圖 III.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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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13 圖 III.2-14 

  
圖 III.2-15 圖 III.2-16 

  

圖 III.2-17 圖 III.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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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19 圖 III.2-20 

  
圖 III.2-21 圖 III.2-22 

  

圖 III.2-23 圖 III.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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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25 圖 III.2-26 

  
圖 III.2-27 圖 III.2-28 

  

圖 III.2-29 圖 III.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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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31 圖 III.2-32 

  
圖 III.2-33 圖 III.2-34 

  

圖 III.2-35 圖 III.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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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37 圖 III.2-38 

  
圖 III.2-39 圖 III.2-40 

  

圖 III.2-41 圖 III.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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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43 圖 III.2-44 

  
圖 III.2-45 圖 III.2-46 

  

圖 III.2-47 圖 III.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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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49 圖 III.2-50 

  
圖 III.2-51 圖 III.2-52 

  

圖 III.2-53 圖 III.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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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55 圖 III.2-56 

  
圖 III.2-57 圖 III.2-58 

  

圖 III.2-59 圖 III.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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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61 圖 III.2-62 

  
圖 III.2-63 圖 III.2-64 

  

圖 III.2-65 圖 III.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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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2-67 圖 III.2-68 

  
圖 III.2-69 圖 III.2-70 

  

圖 III.2-71 圖 III.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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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表之論文投影片 

  
圖 III.3-1 圖 III.3-2 

  
圖 III.3-3 圖 III.3-4 

  

圖 III.3-5 圖 III.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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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3-7 圖 III.3-8 

  
圖 III.3-9 圖 III.3-10 

  

圖 III.3-11 圖 III.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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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III.3-13 圖 III.3-14 

  
圖 III.3-15 圖 III.3-16 

  

圖 III.3-17 圖 III.3-18 

 

 

 

 



第 53 頁 
 

 

  
圖 III.3-19 圖 III.3-20 

  
圖 III.3-21 圖 III.3-22 

  

圖 III.3-23 圖 III.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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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oster Session相關圖片 

  
圖 III.4-1 圖 III.4-2 

  
圖 III.4-3 圖 III.4-4 

  

圖 III.4-5 圖 III.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