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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維持一定「揮發度」蒸氣壓是汽油類之必要性，任何「非破壞性」VOC 回收工法皆

存有「輕質成分再逸散」問題；因此，現場同仁一直有將現有油氣處理設備，後續串聯

「焚化」處理，以解決油氣再逸散議題之想法；惟如此有違中油公司能源轉型三大策略

「優油」、「減碳」、「潔能」之公司定位；因此將原被視為廢氣、擬進行焚化處理之

C2、C3、C4 等較輕成分，改變思維，將「廢氣」轉充當「燃料」進行發電，既可達降

低 VOC 排放之目標，符合改善空氣品質要求、且兼具循環經濟再利用價值，是更完善

之策略，更符合公司「減碳」之公司定位。

油品裝載作業排氣「非破壞性」物料回收處理方式，以液化回收成品油經濟價值最

高，加上將油氣當燃料進行發電需要除濕前處理，因此「冷凝+發電」處理是較佳處理策

略；油品裝載作業排氣先經-30℃冷凝回收較重、再逸散性較低之油氣成分，殘存輕質成

分含量較高之尾氣，才串聯「發電」處理，如此每輛油罐車 20 公秉汽油裝載過程，其排

氣可產電 25 kWh；推估中油全公司汽油裝載作業每日可發電：44,000 kWh～66,000 kWh/

每日(44～66MWh/每日)

發電機進料為經-30℃冷凝前處理後之殘存油氣，總碳氫化合物濃度為約 600,000

ppm as CH4，成份大部分為丙烯(佔 35.3%)、乙炔(佔 20.0%)、低碳數烯類及烷類；碳數

組成以 C3 最多，其次為 C2，而 C6 以上碳氫化合物則幾乎很少，顯示冷凝器對 4 個碳

數以上之較高碳數成分有非常理想之處理效果，但對 3 個碳數以下之較低碳數成分則有

其極限。經過發電機處理後之排氣，總碳氫化合物濃度約 830 ppm as CH4，其削減率可

達 99.8%，成份及濃度以甲烷最多(佔 35.7%)，其次分別為乙烯(佔 9.7%)、異戊烷(佔

9.0%)、乙炔(佔 8.7%)、丁烷(佔 6.8%)及丙烷(佔 3.5%)等，而其他碳氫化合物則相對濃

度較低。碳數組成以 C1 最多(佔 35.7%)，其次為 C2(佔 21.2%)。另甲烷非屬《揮發性有

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中之「揮發性有機物」，因此發電機排氣在扣除甲烷(佔

35.7%)後的 VOC 濃度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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