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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3D列印填充物比較醋酸鉀與IPDA在填充塔內的吸收效果

學生：余冠賢、梁誌軒、陳證勛、鄭軒國

指導老師：王振乾教授

本研究以3D繪圖軟體設計填充物，藉由3D-RP列印技術快速製作出適用於氣液兩相反應的CO2吸收塔填充物，並以
本實驗室所開發的專利吸收劑測試各種吸收填充物對模擬煙道氣18%CO2含量氣體的吸收捕獲性能。實驗結果顯示，當
流量為50 ml/min的18%CO2通入吸收塔進行進行半連續吸收時，利用填充物，進行氣液接觸所得之吸收效率CO2出口濃
度可降至3%以下。其出口的CO2氣體濃度可降至1.8%，捕獲率達90%以上，且持續有效捕獲時間可長達500 min；進一
步地，吸收後的專利吸收劑，經由90℃的熱水解吸再生後，其CO2的解吸率達90%以上，且捕獲劑的再生率也超過90%
。此種不用蒸氣加熱即可達到有效解吸回收CO2的新型低能耗吸收劑，未來具有商業化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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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CO2吸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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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填充物之型態

圖三、3DRP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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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D列印製作填充物與傳統製模生產比較

圖四、各表面積的吸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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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各表面積的吸收效果比較

圖六、改變氣體流量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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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改變氣體流量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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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改變氣體流量作圖比較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20

40

60

80

100

 

 

co
nc

en
tra

tio
n%

time(min)

 50ml/min
 100ml/min
 150ml/min
 200ml/min

圖八、0.4M IPDA在不同氣體流量下的吸收效果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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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0.4M IPDA在不同氣體流量下的吸收效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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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分別利用醋酸鉀及IPDA兩種吸收劑，以及使用3D列印機列印出的填
充物進行吸收二氧化碳實驗，並得到以下結論:

1. 經過多次實驗後，我們把填充物一與填充物進行吸收比較，發現填充
物一幫助吸收效果為佳，故使用填充物一進行實驗。

2.我們發現醋酸鉀在流量50mL/min以及總表面積1975.4mm2的吸收效果最
佳，能夠達到接近90%的吸收效率，是非常良好的吸收劑。

3.IPDA在濃度1M及流量150Ml/min的吸收效果最佳，能夠達到100%的去除
率，從吸收到飽和的時間可以長達5小時，是非常耐吸收的吸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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