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 - 

 

 
 
 
出 國 報 告 (出 國 類 別 :開  會  ) 
 

 

 

 

 

 

( 報 告 書 名 稱 )  
參加 2013 年 CLARIANT 公司 

Defining the Future VI 研討會 
 

 

 

 

 

 

 

 

 

 

 

 

 

 

服務機關: 台灣中油煉製研究所 

姓名職稱: 張仁耀(化學工程師)  

派赴國家: 德國 

出國期間: 102 年 10 月 20 日至 102 年 10 月 26 日 

報告日期: 102 年 12 月 23 日 



- 1 - 

 

（摘要：篇幅限於 1 頁以內） 

 

本次出國計劃自 102 年 10 月 20 日開始至 102 年 10 月 26 日止共計 7

天。主要參加 2013 年科萊恩 (CLARIANT) 化學公司於德國慕尼黑舉辦之”

Defining the Future VI”研討會。 

科萊恩 (CLARIANT) 化學公司前身為 Süd-Chemie Group 公司，其生產

的觸媒在全球氫化觸媒中佔有相當高比例，本公司現有四、五輕及新三輕工

場在乙炔氫化單元的觸媒乃採用該公司生產的觸媒。Süd-Chemie 公司創立於

1857 年，它在 1974 年併入所有在美國、德國和日本之 Chemetron 旗下之 Girdler 

觸媒部門，並於 2012 年併入科萊恩化學公司而成為目前員工超過 5000 人之國

際知名之觸媒及添加劑公司。 

此研討會主要探討新製程開發、觸媒應用及市場趨勢等，內容包括： 

(1) On- Purpose Olefins Production 

(2) Coal and Biomass Conversion Processes 

(3) Fuels of the Future 

(4) Challenges in Syngas Operations 

(5) New Developments in Oxidation and Hydrogenation Catalysis。 

本人及煉研所製程研究組之烯烴相關製程研究團隊負責本公司輕裂工

場、烷化工場及硫磺工場之製程改善、觸媒採購規範訂定及驗收等現場技術

服務工作。此行目的在於了解石化製程開發及觸媒的進展，期望藉由吸收製

程技術的新知，以增進解決現場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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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應包含「目的」、「過程」、「心得」、「建議」及其他相關事項） 

 

壹、 出國目的說明 

石化產業一向是我國經濟發展之重要支柱，提供重要原料來源以支援紡織、材料、

面板及電子等產業的蓬勃發展。本公司作為石化烯烴原料主要之生產單位，對於下游石化

市場最大的服務便在於提供優良的品質及價格競爭力。近幾年來由於全球石化市場和生產

結構的轉變，使得石化產業競爭愈來愈激烈，再加上新興國家崛起後之新環境以及國內環

保抗爭的問題，使得公司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石化烯烴原料之市場競爭力在於降低生產成本及提昇品質，由於傳統上丙烯、丁烯

及丁二烯等石化原料的生產主要來自輕油裂解工場，本公司因五輕停產可能造成的供料不

足，必須另想辦法解決。近年來外國公司在烷烴脫氫、寡聚、烯烴轉換等方面之技術已有

大幅進步，可視市場需求彈性生產上述石化原料。這正是目前我們刻不容緩應投入研究的

課題。 

為配合國家石化高值化政策，對於由丙烯、丁烯及丁二烯為起始原料作成石化中間

原料之應用已成為研發的重點，然而對相關製程瞭解仍然有限，故需蒐集相關商業製程等

資料或與相關領域專家交流，以提升自我研發能力。因此有必要參加國際上石化高值化及

提昇石化烯烴產品競爭力相關技術會議。此外，也希望藉由此研討會，瞭解石化製程最新

觸媒發展。例如在觸媒方面，乙炔、丙二烯/甲基乙炔、丁二烯、汽油加氫等選擇性氫化新

觸媒之研發現況，可作為將來本公司輕裂廠及煉油廠更換觸媒的參考，期能使各操作工場

操作彈性增加，並增加各產品(乙烯丙烯等)的產量，及延長各反應器的操作時間減少再生

次數降低生產成本。 

 

貳、 出國行程 

預定起迄日期 天數 到達地點 詳細工作內容 

102.10.20 1 台北-慕尼黑 啟程(台北→慕尼黑) 

102.10.21~102.10.24 4 慕尼黑 
參加 2013 年科萊恩 (CLARIANT) 化學

公司之觸媒及市場應用研討會。 

102.10.25 2 慕尼黑-台北 返程(慕尼黑→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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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研討會內容 

 一、議程介紹 

Defining the Futue 研討會今年是第六次舉辦，之前主辦單位為 SUD CHEMIE Group 公

司，日前 SUD CHEMIE Group 公司已被瑞士 CLARIANT 公司併購，因此今年主辦單位改為

CLARIANT 公司。此次研討會主要探討新製程開發、觸媒應用及市場趨勢等，內容包括： 

(1) On- Purpose Olefins Production 

(2) Coal and Biomass Conversion Processes 

(3) Fuels of the Future 

(4) Challenges in Syngas Operations 

(5) New Developments in Oxidation and Hydrogenation Catalysis。 

論文研討會期自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4 日共計三天，共分配在四場演講廳發表，所發

表之論文及作者整理如下： 

10 月 22 日大會主廳發表論文 

 

10 月 22 日下午所發表論文分為四類，在四場不同講廳發表 

(1). On- Purpose Olefins Production  

(2). AMMONIA AND METHANOL 

(3). DEVELOPMENTS IN OXIDATION CATALYSIS 

(4). FUEL PROCESS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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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所發表論文分為四類 

(1). OLEFINS PROCESSING 

(2). COAL AND BIOMASS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3). CATALYSTS FOR SPECIALTY CHEMICALS 

(4). STYRENE AND BTX ARO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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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所發表論文分為四類 

(1). ETHYLENE AND DERIVATIVES  

(2). FUELS OF THE FUTURE 

(3). NEW DEVELOPMENTS IN GAS PROCESSING 

(4). NEW FRONTIERS IN CATALYS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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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心得摘要 

茲謹擇重要內容說明如下 

(一) Enhanced Operation Stability and Profitability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Acetylene Front End 

Hydrogenation Catalysts 

這篇報告主要介紹 Clariant 公司乙炔選擇性氫化觸媒的性能及目前發展進度及

未來開發方向，由於中油新三輕及現有五輕乙炔氫化反應器目前均使用 Clariant 公

司觸媒，而且近年來新觸媒採購案上， Clariant 公司均積極投標，因此對於了解該

公司觸媒發展及開發方向相當重要。 

乙炔選擇性氫化觸媒主要目的是將輕裂產品中的乙炔氫化反應成乙烯，因為

乙炔和乙烯在蒸餾塔中難以分離，一則以萃取方法產生乙炔，另外就是利用選擇性

氫化成為乙烯。在流程上可分為兩種，Front-end 氫化反應器及 Tail-end 氫化反應器，

其差異如下 

 

目前現有製程 Tail-end 氫化反應器仍佔大部分，中油輕裂工場均屬於此類，但

Front-end 氫化反應器也逐漸受到重視，主要是成本因素，其優劣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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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ant 公司乙炔選擇性氫化觸媒目前發展到第三代，主要在 Promoted 金屬上改進

來增加其穩定性。 

 

第二代與第三代觸媒性能上的比較 

 

乙炔選擇性氫化觸媒發展的目標為 

1).高選擇性，儘量轉化成乙烯而非乙烷。 

2).長操作週期。 

3).低 CO 濃度操作(甚至無須 CO) 

4).乙炔濃度能減少至低於 1vol ppm。 

5).氫化反應過程中形成綠油的量非常少，避免下游設備結垢。 

6).穩定性高，即使 CO 濃度波動，亦不會造成反應溫度 Runaway。 

7).開爐步驟簡單易操作 

下圖是第二代與第三代乙炔氫化觸媒對於 CO 濃度波動的忍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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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Clarinat 公司 Front-end 及 Tail-end 乙炔選擇性氫化觸媒第二代與第三代觸媒商

業編號、外觀及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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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三輕目前所用的就是其第二代的 OleMax 201。而第三代 Tail-end 乙炔選擇性

氫化觸媒編號為 OleMax 207  

OleMax 207 的特點在於 

1. 從實際工場操作數據證實，在整個操作週期中，選擇率均優於 OleMax 201 20%以

上。 

2. 在整個操作週期中可保持更佳之穩定性。 

3. 操作週期可超過 30 個月。 

4. 無須加入 CO。 

5. 氫化反應過程中形成綠油的量較少。 

下圖是 OleMax 201 與 OleMax 207 穩定性的比較

 

下圖是 OleMax 201 與 OleMax 201 選擇率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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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座 70 萬噸乙烯裂解廠為例，假設裂解產物中含 1.2wt%乙炔，假設乙烯選擇率能提升

20wt%，若乙烯與乙烷價差 US$ 0.3/lb，則一年效益超過 4 千萬新台幣。 

(二) Extracting the Maximum Value from Pyrolysis Gasoline 

此篇報告由 GTC 公司所提出，主要在提升乙烯裂解工場 Pygas 的經濟價值，乙烯裂

解工場依進料不同，產物概略分布如下： 

 

 

傳統 Pygas 處理流程如下 

 

而 GTC 主要以萃取蒸餾(Extractive Distillation,簡稱 ED)的方法將其中 C5s、C6~C8 BTX

及 C8 中的 Styrene 分離出高純度產品，以提高經濟價值。其規劃相關製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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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5s 為例，以 Naphtha 進料的裂解工場，每生產一噸乙烯，約產 0.13~0.18 噸 C5s，

組成約為 

 

藉由萃取蒸餾將 Isoprene、Piperylene 及 DCPD 分離以得到高價值產品。 

 

而 BTX 萃取製程目前新三輕正在使用中，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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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X 宣稱其萃取蒸餾技術優於其他廠家之特點在於其專利溶劑之相對揮發度較

高，因此整體操作成本較低，操作彈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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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 Styrene 國際價格相當高，因此分離 C8 中 Styrene 的 GT-Styrene 製程格外吸

引，由於 C8 中部分成分與 Styrene 沸點相近，無法利用傳統蒸餾分離，因此亦使用

萃取蒸餾技術。 

 

此製程在 100 萬 ton/y 乙烯產量之輕裂製程才有經濟效益，工場規模為 25,000MT/y 之

styrene，可生產 99.7wt%以上之產品。此製程在進入 ED 之前，進料先進入一小反應

器(PA Hydrogenation)，把 Phenyl acetylene 氫化，在 ED 之後需加以脫色劑進行脫色，

PA 氫化觸媒、ED 溶劑 Techtiv-200 及脫色劑均為 GTC 專利。 

 

2. GT-Styrene 製程宣稱之優點主要有 4 項： 

(1)因為先行分離 C8+不進入一級氫化反應器，因此可延長反應器觸媒壽命。 

(2)降低反應器氫氣用量。 

(3)降低混合二甲苯中 EB 含量，提高混合二甲苯價值。 

(4)生產 99.9wt%高純度 Sty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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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C 宣稱投資報酬率相當高，但林園不易建造新製程，僅能藉由現有不用之

設備進行 Revamping，而四芳已確定停工，目前可用設備為部份芳二組吸附分離製

程之塔槽，另外由於 Styrene 並非公司營業項目，除非提出變更，否則只能找其他

公司合作。 

(三) Improvements in CATOFIN® Dehydrogenation Technology 

此篇報告主要介紹 CATOFIN 製程技術的發展，CATOFIN 製程目前專利廠家為

CB&I 公司，觸媒由 Clarinat 公司提供。主要利用丙烷脫氫技術來增產丙烯，亦可用

於將 Isobutane 轉換成 Isobutylene，目前共有 28 座 CATOFIN 工廠投入生產，最新的

發展有 

(1) Heat Generating Material(HGM)技術的開發 

CB&I 公司利用 8 年時間開發出其 Heat Generating Material(HGM)技術，可在

媒床內提供額外的熱源，第一座採用 HGM 技術的工場在 2013 年 3 月開始運轉，

其優點在於提高 2-3%選擇率及更低的進口空氣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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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煉量 CATOFIN 工場的設計 

CB&I 公司目前已經可以設計出 75 萬噸/年之 propylene 工場及 100 萬噸/年之

Isobutylene 工場，近期目標設計 85 萬噸/年之 single train propylene 工場。 

(3) 能耗的降低  

低能耗的工場設計可降低投資成本及操作成本，CB&I 公司宣稱此設計可減少投

資回收年限 1.5 年。 

 

(四) Catadiene and Catofin Solutions: C4 Pathways 

此篇文章主要介紹另一 CB&I 公司 Catofin 系列製程 Catadiene 製程，它主要將

N-Butanes / n-butenes 反應成 Butadiene，主要是因應世界 Butadiene 之需求成長，目前

Butadiene 用途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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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CIS Chemical Business 

第一座 Catadiene 製程建立於於 1944 年，1950 年到 1980 年間共建造 19 座，最後一座建於

1988 年， 其流程如下： 

 

 

近年來由於丁二烯價格成長而成為焦點，CB&I 公司近年來的改進包括產能的提升、觸媒

改進及能耗的降低。 

觸媒轉化率及選擇率的提升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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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計與原有設計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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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 Catadiene 採用低溫回收技術，整體而言，主要改進為 

1. C4 損耗降低 

2. 流程更簡單 

3. 降低能耗 

4. 降低投資成本 

5. 去除 Absorption oil system 

Catadiene 製程功能在於作為 C4 去處的選項，例如在中國已商業化的 C4 製程中，他作為取

代 OCT 製程的另一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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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VOC Oxidation from Chemical Off-Gas and other Industrial Application 

這篇報告主要介紹 Clariant 公司在清淨空氣領域方面的發展，特別是將工廠所排放

之 VOC 加以氧化之觸媒及相關設備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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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觸媒主要功能將排放氣體中之碳氫化合物及一氧化碳氧化成二氧化碳 

 

文中以 PTA(Purified Terephthalic Acid)工廠排放氣體之改善作為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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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ant 公司應用於此 PTA 工廠之 VOC 氧化觸媒性能如下 

 

(六) Catalytic Olefins Technology Enhances Olefin Producers’ Flexibility and Economics 

這篇報告主要介紹 KBR 公司利用 Catalytic Olefins Technology 來提升 Olefins 的產量，特別

是丙烯，引用 HIS 公司資料，認為未來丙烯仍有供應不足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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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R 公司主要利用 ZSM-5 觸媒加上在 FCC 製程上的經驗，在傳統輕裂製程上加上

Catalytic Olefins 反應及回收系統 

 

 

 

 

傳統輕裂製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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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 KGB 之 Catalytic Olefins 反應系統後如下 

 

其製程設備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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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製程宣稱優點在於提升現有乙烯工場之經濟效益，可以提高丙烯/乙烯比為 1，甚至對

於 Olefins-rich 的進料可以到丙烯/乙烯為 2。而目前已有商業化工廠運轉。 

 

 

限於篇幅限制，其他報告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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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這次能有此機會參加參加 2013 年科萊恩 (CLARIANT) 化學公司於德國慕尼黑舉辦

之”Defining the Future VI”研討會，要感謝公司及上級長官的支持，烯烴相關製程研究負

責本公司輕裂工場、烷化工場及硫磺工場之製程改善、觸媒採購規範訂定及驗收等現場技

術服務工作。此行目的在於了解石化製程開發及觸媒的進展，期望藉由吸收製程技術的新

知，以增進解決現場問題之能力。 

科萊恩 (CLARIANT) 化學公司前身為 Süd-Chemie Group 公司，其生產的觸媒在全

球氫化觸媒中佔有相當高比例，本公司現有四、五輕及新三輕工場在乙炔氫化單元的觸媒

乃採用該公司生產的觸媒。Süd-Chemie 公司創立於 1857 年，它在 1974 年併入所有在美國、

德國和日本之 Chemetron 旗下之 Girdler 觸媒部門，並於 2012 年併入科萊恩化學公司而成

為目前員工超過 5000 人之國際知名之觸媒及添加劑公司。在此次研討會中有機會與該公

司及其他石化公司技術人員接觸討論，不但可以獲知科萊恩化學公司觸媒發展之進度與方

向，也同時可以了解其公司技術發展目標及策略，並蒐集石化相關製程及觸媒開發方面的

發展及應用等相關資料獲益良多，建議公司未來能多鼓勵並支持研究同仁多多參與國際技

術研討會。在技術建議方面如下： 

1. 石化事業部三輕更新計畫如期於今年完工並完成性能試驗，所有反應器觸媒包括甲烷

化、乙炔氫化、丙二烯氫化、丁二烯/丁烯氫化、烯烴轉化(OCT)、CD Tech.去異丁烯及

一、二級汽油氫化觸媒等也於陸續測試完畢。但觸媒發展日新月異。以乙炔選擇性氫

化觸媒為例，現今採用 CLARIANT 公司 Olemax-201 觸媒，但 CLARIANT 公司目前已開

發新一代 Olemax-207 觸媒，研究單位需建立客觀正確觸媒性能評估系統，不單靠物性

區隔觸媒優劣，才能協助現場篩選出最適合之觸媒。 

2. 石化工業已進入微利時代，不只要求降低生產成本及提昇品質，製程的彈性操作也相

當重要，因此在 On- Purpose Olefins Production 方面應該多加評估其可行性及經濟價值。 

3. 石化高值化是公司既定政策，也是提升石化工業競爭力的重點，類似 GTC 公司所提出

提升乙烯裂解工場 Pygas 的經濟價值的觀念，不論是在生產 C5 或分離 C8 中的 Styrene，

不但可以降低原操作成本，也可提升產品經濟價值，這也是研究單位應該努力建立的

技術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