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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 

管理系统，包括：二氧化碳分配部、二氧化碳检测 

部、日志部、客户端服务器、以及二氧化碳管理服 

务器，其中该二氧化碳分配部包括多歧管部、分配 

腔室部、温度调节部、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从 

而对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流量、流动 

压力条件进行调节。本发明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 

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能够对要灌注的二氧化碳的 

压力和温度进行最佳控制，并且对灌注保管在地 

≈下管井的二氧化碳会否向地表泄漏的情况进行监 

g控，从而实现更加综合性的设施管理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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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

二氧化碳分配部，该二氧化碳分配部包括：

多歧管部，其以多个部分分支而形成，以从多个储存罐导入用于地质储存的二氧化碳， 

分配腔室部，其入口侧与上述多歧管部相连通，其出口侧与朝向地下管井的灌注管相 

连接，从而向上述灌注管供给通过上述多歧管部导入的二氧化碳，

温度调节部，其对导入到上述分配腔室部的内部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进行调节，以及 

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其对要通过上述分配腔室部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 

及流动压力进行调节，

从而对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流量、流动压力条件进行调节；

二氧化碳检测部，其密封上述灌注管并与地表相向地密闭形成，从而对灌注到地下的 

二氧化碳会否向地表泄漏的情况进行检测；

日志部，其收集加工从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以及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传输的二 

氧化碳检测信号，来发送加工后的数据；

客户端服务器，其整合从上述日志部传输的数据来通过通信网进行传输；以及 

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其综合从上述客户端服务器传输的数据之后，对综合后的数据 

进行分析来实时管理二氧化碳的地质储存分析结果；

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包括：

密闭型检查槽，其以圆顶形状的密闭结构从上述地下管井的中央上侧突出形成；以及 

二氧化碳检测传感器，其形成在以开口方式与上述密闭型检查槽的一侧连接的流出管 

上，来检测地表泄漏的二氧化碳。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 

二氧化碳检测传感器是用于对通过上述地下管井的中央周边向地表上部泄漏的二氧化碳 

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进行检测的流量计以及压力计。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多个 

地下管井分别具有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并且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形成为与多个上述日志 

部分别连接的形态。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 

客户端服务器整合上述日志部所收集加工的二氧化碳检测信号之后，通过通信网与从用户 

的终端或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请求的命令联动地进行传输。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 

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包括：

系统运营模块，其对从上述客户端服务器传输的关于二氧化碳地表泄漏的信息以及关 

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信息进行分析，来对保管在地下管井的二氧化碳的储存状态进行管 

理监督；

数据库管理模块，其根据上述系统运营模块的控制来管理关于二氧化碳储存状态的数 

据库；

报告书生成模块，其通过从上述数据库管理模块抽出的综合数据来生成报告书；以及 

综合数据库部，用额外的存储介质形式记录保管通过上述数据库管理模块进行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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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数据。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将通 

过上述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进行处理的综合数据转换成文本信息、图像信息以及声音信息 

中的至少一种信息。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 

温度调节部包括：

温度传感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并对从上述分配腔室部流出而要灌注到地下的 

二氧化碳的温度进行检测；以及

加热部，其配置成包围上述分配腔室部的外周缘的形态，对导入到上述分配腔室部的 

内部的二氧化碳进行加热来进行升温调节。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 

温度调节部还包括：

温度比较部，其对温度传感器所检测的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与已设定的基 

准值进行比较；

温度运算部，其通过与上述基准值之间的比较，计算出需要通过上述加热部进行升温 

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补偿值；以及

温度控制部，其控制上述加热部的动作，以使上述分配腔室部的内部的二氧化碳温度 

上升相当于计算出的上述温度补偿值的量。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 

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包括：

流量检测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检测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

流动压力检测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检测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动压

力；

阀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调节从上述分配腔室部流出而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 

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上述 

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还包括流量/流动压力控制部，该流量/流动压力控制部对通过上 

述流量检测部以及上述流动压力检测部检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数据与已设 

定的基准值进行比较判断，并控制上述阀部的开闭动作，以能够按适当的流动压力以及流 

量供给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

11.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上 

述多歧管部的一侧还具有插口，该插口扩管形成，以通过管与多个储存罐相连接。

1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上 

述多个储存罐的下侧还具有电热保温器，该电热保温器用于对储存在上述多个储存罐的内 

部的二氧化碳进行加热，使其维持恒定温度。

1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上 

述多个储存罐的出口侧具有：

截止阀，其对要供给到上述分配腔室部的二氧化碳的流动进行开闭调节；以及

压力计，其检测要供给到上述分配腔室部的二氧化碳的流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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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包括通信接口，该通信接口通过有线/无线通信网实时或按照不同时间带或每当用户 

请求时传输通过上述温度调节部以及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体现的动作信号；

通过上述通信接口根据从上述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下达的命令对上述温度调节部以 

及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的动作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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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以及一种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该系统是一种为了确 

保二氧化碳的地质灌注时的稳定性，不仅对要灌注的二氧化碳的压力和温度进行最佳控 

制，还有效地监控所述压力和温度，进而检测从地下泄露的二氧化碳来实现更加安全的二 

氧化碳地质储存的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二氧化碳储存技术除了地质储存技术之外还有海洋储存技术以及矿物碳酸化技

术等。

[0003] 其中，海洋储存技术（ocean storage technology)是指将二氧化碳以气态、液态、 

固态或水合物状态储存在海洋或海床的技术。出于恐怕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忧虑以及长 

期储存二氧化碳时存在的不稳定性等问题，海洋储存技术目前为止还未曾正式实施过。 

[0004] 此外，矿物碳酸化技术（mineral carbonation technology)是指使二氧化碳主要 

与钙和镁等金属氧化物进行化学反应，以不溶性的碳酸盐矿物状态对二氧化碳进行储存的 

技术。这种矿物碳酸化技术需要大量的反应能，同时伴随着碳酸盐矿物的储存以及处理本 

身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忧虑，因而到目前为止仍处于难以实现的阶段。

[0005] 因此，地质储存技术被评为目前为止最有效的二氧化碳储存技术。

[0006] 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geologic storage technology)是指将二氧化碳储存到 

陆地（或者海底）750〜1000m深度的适合的地层（geologic formation)的技术。

[0007] 由于深度灌注的二氧化碳以超临界流体状态存在，因而行迹十分缓慢且与周边

地层或地下流体进行反应而固化或者溶解。由此，地质储存技术也被称为地质隔离技术 

(geologic sequestration technology)〇

[0008] 通过这种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能够稳定地进行深至地下几公里（Km)的地质

储存对象地层的钻孔，若要利用加压装置等灌注设施来有效且稳定地灌注二氧化碳，首先 

要实现的是用于高压灌注的地上设备的设计和运用，防泄漏技术的实现以及综合性二氧化 

碳地质储存技术。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课题是，提供一种为了稳定地将二氧化碳灌注到地下，而 

对要灌注的二氧化碳的压力和温度进行最佳控制的二氧化碳分配装置，并且对灌注保管在 

地下管井的二氧化碳会否向地表泄漏的情况进行监控，从而实现更加综合性的管理运营模 

式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

[0010] 根据用于实现上述技术课题的本发明原理，提供一种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 

合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二氧化碳分配部，该二氧化碳分配部包括：多歧管部，其以 

多个部分分支而形成，以从上述多个储存罐导入用于地质储存的二氧化碳，分配腔室部，其 

入口侧与上述多歧管部相连通，其出口侧与朝向上述地下管井的灌注管相连接，从而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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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灌注管供给通过上述多歧管部导入的二氧化碳，温度调节部，其对导入到上述分配腔室 

部的内部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进行调节，以及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其对要通过上述分配 

腔室部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进行调节，从而对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 

化碳的温度、流量、流动压力条件进行调节；二氧化碳检测部，其密封上述灌注管并与地表 

相向地密闭形成，从而对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会否向地表泄漏的情况进行检测；日志部， 

其收集加工从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以及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传输的二氧化碳检测 

信号，来发送加工后的数据；客户端服务器，其整合从上述日志部传输的数据来通过通信网 

进行传输；以及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其综合从上述客户端服务器传输的数据之后，对综合 

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来实时管理二氧化碳的地质储存分析结果。此时，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 

包括：密闭型检查槽，其以圆顶形状的密闭结构从上述地下管井的中央上侧突出形成；二 

氧化碳检测传感器，其形成在以开口方式与上述密闭型检查槽的一侧连接的流出管上，来 

检测地表泄漏的二氧化碳。

[0011] 并且优选地，上述二氧化碳检测传感器是用于对通过上述地下管井的中央周边向 

地表上部泄漏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进行检测的流量计以及压力计。

[0012] 并且优选地，多个地下管井分别具有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并且上述二氧化碳检 

测部形成为与多个上述日志部分别连接的形态。

[0013] 此时，上述客户端服务器整合上述日志部所收集加工的二氧化碳检测信号之后， 

通过通信网与从用户的终端或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请求的命令联动地进行传输。

[0014] 并且，上述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包括：系统运营模块，其对从上述客户端服务器传 

输的关于二氧化碳地表泄漏的信息以及关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信息进行分析，来对保管 

在地下管井的二氧化碳的储存状态进行管理监督；数据库管理模块，其根据上述系统运营 

模块的控制来管理关于二氧化碳储存状态的数据库；报告书生成模块，其通过从上述数据 

库管理模块抽出的综合数据来生成报告书；以及综合数据库部，用额外的存储介质形式记 

录保管通过上述数据库管理模块进行处理的综合数据。

[0015] 此时优选地，将通过上述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进行处理的综合数据转换成文本信 

息、图像信息以及声音信息中的至少一种信息。

[0016] 并且，上述温度调节部包括：温度传感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并对从上述分 

配腔室部流出而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进行检测；以及加热部，其配置成包围上 

述分配腔室部的外周缘的形态，对导入到上述分配腔室部的内部的二氧化碳进行加热来进 

行升温调节。

[0017] 并且，上述温度调节部还包括：温度比较部，其对温度传感器所检测的要灌注到地 

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与已设定的基准值进行比较；温度运算部，其通过与上述基准值之间 

的比较，计算出需要通过上述加热部进行升温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补偿值；以及温度控制部， 

其控制上述加热部的动作，以使上述分配腔室部的内部的二氧化碳温度上升相当于计算出 

的上述温度补偿值的量。

[0018] 此时，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包括：流量检测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检 

测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流动压力检测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检测要灌注 

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动压力；以及阀部，其安装在上述灌注管上，调节从上述分配腔室部 

流出而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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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19] 并且，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还包括流量/流动压力控制部，该流量/流动压

力控制部对通过上述流量检测部以及上述流动压力检测部检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 

动压力数据与已设定的基准值进行比较判断，并控制上述阀部的开闭动作，以能够按适当 

的流动压力以及流量供给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

[0020] 并且，在上述多歧管部的一侧还具有插口，该插口扩管形成，以通过管与多个储存

罐相连接。

[0021] 并且，在上述多个储存罐的下侧还具有电热保温器，该电热保温器用于对储存在

上述多个储存罐的内部的二氧化碳进行加热，使其维持恒定温度。

[0022] 并且，在上述多个储存罐的出口侧具有：截止阀，其对要供给到上述分配腔室部的

二氧化碳的流动进行开闭调节；以及压力计，其检测要供给到上述分配腔室部的二氧化碳 

的流动压力。

[0023] 并且，包括通信接口，该通信接口通过有线/无线通信网实时或按照不同时间带

或每当用户请求时传输通过上述温度调节部以及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体现的动作 

信号；通过上述通信接口根据从上述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下达的命令对上述温度调节部以 

及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的动作进行控制。

[0024] 根据本发明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能够取得如下的有利的技

术效果：提供一种为了稳定地将二氧化碳灌注到地下，而对要灌注的二氧化碳的压力和温 

度进行最佳控制的二氧化碳分配装置，并且对灌注保管在地下管井的二氧化碳会否向地表 

泄漏的情况进行监控，从而实现更加综合性的设施管理运营模式。

附图说明

[0025]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的结构简图。

[0026] 图2是表示通过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二氧化碳地质储存之后检测地表泄漏的状态

的结构图。

[0027] 图3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的结构的框

图。

[0028] 图4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的详细结构的框图。

[0029] 图5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由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进行数据转换处理来输出各

种形态的信息的状态的框图。

[0030] 图6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有效分配二氧化碳的详细结构的结构图。

[0031] 图7是用于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以及流量/流动

压力调节功能的结构图。

[0032] 图8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通过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对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

碳的温度以及流量/流动压力调节功能进行控制的框图。

[0033] 附图标记的说明

[0034] T :储存罐

[0035] 110 :多歧管部

[0036] 120 :分配腔室部

[0037] 130 :温度调节部

7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 4/9页

[0038] 140 :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

[0039] 150:通信接口

[〇〇4〇] 200 :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构造物

[0041] 201 :钻孔

[0042] 203 :封隔器（packer)

[0043] 210 :二氧化碳检测部

[0044] 220 :记录表（log)部

[0045] 230 :客户端服务器

[0046] 240 :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

[0047] 250 :用户个人计算机（PC)

[0048] 260 :便携式终端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

明。

[0050] 参照附图以及将在下面详细说明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以及实现这些优

点和特征的方法会更加明确。

[0051] 但是，本发明不局限于将在下面说明的实施例，而能够实施各种实施例。本实施例

只用于使本发明更加完整，有助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完整地理解本发明 

的范围，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由权利要求限定。

[0052] 并且，在说明本发明时如果判断为相关的公开技术等会混淆本发明原理，将省略

其详细说明。

[0053] 图中，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的结构简 

图，图2是表示通过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二氧化碳地质储存之后检测地表泄漏的状态的结构 

图。

[0054] 所述图1和图2是为了示意性地明确说明本发明的结构关系以及作用效果而仅仅 

示意性地示出其特征部分的图，预计会存在图解的各种变形，图示出的特征形态不用于限 

定本发明。

[0055] 首先，将参照图1对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灌注的压力以及温度

调节功能得以提高的二氧化碳分配装置的详细结构进行说明。

[0056] 如图1所示，本发明优选实施例的二氧化碳分配装置的基本结构包括二氧化碳分 

配部，该二氧化碳分配部包括：多歧管部110,其以多个管分支而形成，以从储存罐导入用 

于地质储存的二氧化碳；分配腔室部120,其利用连接至地下管井的灌注管122供给通过上 

述多歧管部110导入的二氧化碳；温度调节部130,其对导入到上述分配腔室部120的内部 

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进行调节；以及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其对要通过上述分配腔室部 

120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进行调节。

[0057] 并且，将通过上述二氧化碳分配部调节温度、流量以及流动压力后的二氧化碳储

存保管在地下管井200,更具体地说是钻孔201内。

[0058] 在上述钻孔201内设置有用于固定灌注管122的位置的封隔器203,能够通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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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201以及封隔器203来更安全地引导二氧化碳的地质储存。

[0059] 但是，通过上述灌注管122灌注到钻孔201内来进行储存的二氧化碳因其气体特 

性会向地表外泄漏，因此优选为具有用于检测泄漏的二氧化碳的流量或流动压力的单元。 

[0060] 本发明优选实施例涉及检测这种二氧化碳的地表泄漏，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二

氧化碳的地质储存的设备，进而包括综合管理该设备的系统。

[0061] 特别是，参照图2可知，本发明还包括二氧化碳检测部210,该二氧化碳检测部210

在地下管井200的上侧周边密封上述灌注管122并与地表相向地密闭形成，从而对灌注到 

地下的二氧化碳会否向地表泄漏的情况进行检测。

[0062] 二氧化碳检测部210形成于密闭型检查槽204上，该密闭型检查槽204以圆顶形

状的密闭结构从地下管井的中央上侧突出形成，更具体地说，优选为由二氧化碳检测传感 

器构成，该二氧化碳检测传感器形成在沿着上述密闭型检查槽204的一侧开放形成的流出 

管205上，用于检测二氧化碳。

[0063] 此时，密闭型检查槽204被称作用于防止向地表泄漏的二氧化碳扩散，并提供恒 

定的密闭形状的检查体积的腔室，上述密闭型检查槽204可以根据上述钻孔201的大小而 

采取不同的直径以及大小，但优选地，从钻孔201上部外周至少隔离30cm左右来形成密闭 

型检查槽204。

[0064] 在这里，二氧化碳检测传感器是指，用于检测通过地下管井200的中央周边向地

表上部泄漏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的流量计以及压力计。此外，只要能够检测向 

地表上泄漏的二氧化碳，就能够采用各种检测单元。图1和图2所示的箭头方向表示在二 

氧化碳地质储存结束后向地表泄漏的流程。

[0065] 如图1所示，通过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210检测的二氧化碳检测信号被传输到二 

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而实现综合管理，从而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管 

理。

[〇〇66] 有关图1所示二氧化碳分配部的说明将在后文中通过图5和图6作详细说明，在 

这里首先参照图3和图4对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的综合数据管理进行详细说明。

[〇〇67] 图3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的结构的框 

图，图4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的详细结构的框图。

[0068] 参照图3,在具有多个钻孔的多个地下管井200上具有多个结构各自独立的二氧 

化碳检测部210,通过各个二氧化碳检测部210分别检测的二氧化碳检测信号被传输到经 

由信号网相连接的各个日志部220。

[0069] 各个日志部220收集加工从上述二氧化碳检测部210传输的二氧化碳检测信号， 

来生成规定形式的数据之后，再传输至客户端服务器230。

[0070] 此时，客户端服务器230能够以一个结构与多个日志部220连接，但这种结构可以

根据二氧化碳地质储存设备的设置区域的大小稍作变更。

[〇〇71] 上述客户端服务器230整合经多个日志部220收集加工的二氧化碳检测信号之 

后，与通过通信网请求的命令联动地将整合后的信息传输至用户的终端，即用户个人计算 

机250、便携式终端260或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

[0072] 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用于综合从上述客户端服务器230传输的数据。并且，

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对综合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来实时管理二氧化碳的地质储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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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0073] 特别是，如图4所示，上述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包括系统运营模块241、数据库

管理模块243、报告书生成模块245以及综合数据库部247等详细结构，以更有效地综合管 

理二氧化碳的地质储存分析结果。

[0074] 系统运营模块241起到对从客户端服务器传输的关于二氧化碳地表泄漏的信息

以及关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信息进行分析，来对保管在地下管井的二氧化碳的储存状态进 

行管理监督的功能。

[0075] 并且，数据库管理模块243根据上述系统运营模块241的控制来记录管理关于二

氧化碳储存状态的数据库。

[0076] 通过上述数据库管理模块243记录管理的综合数据被报告书生成模块245抽出之

后，向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设施监督员传输相应报告书。

[0077] 另一方面，上述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还包括存储介质，该存储介质用于在规

定期间内另行记录保管经上述数据库管理模块243处理的综合数据，因此优选地，二氧化 

碳管理服务器240形成包括综合数据库部247的结构。

[0078] 并且，由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综合管理的有关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数据

被转换成设施监督员容易检验的形态，即文本信息、图像信息以及声音信息中的至少一种 

形态。参照图5便能明确这种基于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的数据转换功能。

[0079] 接着，参照图6至图8对本发明实施例的二氧化碳的有效的用于地质储存的二氧 

化碳分配部进行说明。

[0080] 图6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用于有效分配二氧化碳的详细结构的结构图。

[0081] 参照图6,本发明实施例的二氧化碳分配部包括：多歧管部110,其以多个管分支

而形成，以从储存罐导入用于地质储存的二氧化碳；分配腔室部120,其利用连接至地下管 

井的灌注管122供给通过上述多歧管部110导入的二氧化碳；温度调节部130,其对导入到 

上述分配腔室部120的内部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进行调节；以及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 

其对要通过上述分配腔室部120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进行调节。 

[0082] 在这里，多歧管部110是指能够将由各自独立的多个储存罐T保管中的二氧化碳

从各个储存罐τ综合移送到分配腔室部120内侧的管部件。

[0083] 为此，优选地，上述多歧管部110具有多列配置的多岐管（manifold)形态，以防止

相互干扰。在这里，优选地，相应于多列配置的管体设计成其数量与多个储存罐T的数量对 

应，本发明并不局限于图示的三个管体的数量。

[0084] 换而言之，分别在独立的场所保管二氧化碳的多个储存罐T为了有效地移送二氧

化碳，从储存罐T的出口侧连接形成一个个分别不同的管114,上述多歧管部110便起到使 

通过这种管114分配移送的二氧化碳汇流到分配腔室部120的内部的作用。

[0085] 进而优选地，上述多歧管部110为了便于与从多个储存罐T连接的管114相连接，

还具有在相互连接的一侧部位扩管形成的插口 112。

[0086]多个储存罐T是指临时或暂时保管二氧化碳的储存容器，优选地，所述多个储存 

罐T是易于在规定的内部体积内保管更多二氧化碳的压缩罐。

[0087] 优选地，在各个储存罐T的下侧具有电热保温器119,以能够将保管在上述储存罐

T内部的二氧化碳的温度状态维持成适当水平。相应于上述电热保温器119的具体例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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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利用输入外部电源（Vs)而提供发热功能的感应加热线圈（induction heating coil)。 

[0088] 在多个储存罐T各自的出口侧还具有截止阀116以及压力计118。

[0089] 上述截止阀116通过开/关方式来调节内部的流动流体，从而起到控制流动流体 

的功能，并且该截止阀116对分别从多个储存罐T向分配腔室部120移动的二氧化碳的流 

动进行开闭调节。并且，压力计118对要分别从多个储存罐T供给到分配腔室部120的二 

氧化碳的流动压力进行检测。

[0090] 在本实施例中，从储存罐T流出的二氧化碳的设定温度以及压力设定为50°C以及

40巴，但这种设定温度及压力可根据本发明要适用的实施条件以及环境等作适当选择。 

[0091] 保管在多个储存罐T的二氧化碳沿着各个不同的管114移动，并通过上述多歧管 

部112汇流至分配腔室部120内部。

[0092] 分配腔室部120的入口侧120a与上述多歧管部110的出口开口相连通，分配腔室 

部120的出口侧120b与朝向地下管井，即钻孔的灌注管122相连接，从而起到利用灌注管 

122供给通过多歧管部110导入的二氧化碳的功能。

[0093] S卩，上述分配腔室部120起到综合通过多歧管部110从多个储存罐T导入的二氧

化碳，再通过出口侧的灌注管122将该二氧化碳灌注到地下管井的功能。

[0094] 为了进行更为稳定的二氧化碳的综合和分配功能，上述分配腔室部120的铠装由

压力容器形状的外壳124形成，上述分配腔室部120的外周缘周围内置有将在后文进行说 

明的作为温度调节部130的详细结构的加热部133。

[〇〇95] 上述加热部133提供通过加热分配腔室部120内部的二氧化碳使其温度上升至用 

户所设定的温度的调节功能。

[0096] 如上所述，温度调节部130起到对导入到分配腔室部120内部的二氧化碳的温度 

进行调节的功能。

[0097] 为此，温度调节部130包括：温度传感器131，其对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温 

度进行检测；加热部133,其对导入到分配腔室部120内部的二氧化碳进行加热来进行升温 

调节；以及控制器（图7的135)，其对温度传感器131所检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与已设定 

的基准值进行比较，计算出需要进行升温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补偿值，并控制上述加热部133 

的动作。

[0098] 上述控制器（图7的135)的结构将在说明图7时进行详细说明，在这里，首先对 

上述温度传感器131以及加热部133的结构进行详细说明。

[0099] 温度传感器131安装在从分配腔室部120的出口侧连接而朝向地下管井的灌注管 

122上，该温度传感器131是用于测量通过上述灌注管122供给到地下管井的二氧化碳的实 

际温度的感测单元。上述温度传感器131可以使用各种类型的温度计中的任意一种。

[0100] 上述加热部133起到在恒定的升温范围内对导入到分配腔室部120内部的二氧化 

碳进行加热的功能，在本实施例中，二氧化碳维持温度设定为约50°C，但是这种温度条件也 

不对本发明造成太大限制。

[0101] 举个例子，能够用作加热部130的有感应加热器（induction heater)，该感应加

热器能够通过输入外部电源（Vs)之后产生电阻热来对分配腔室部120内部的二氧化碳进 

行升温调节。上述加热部130的形态亦不限制本发明，可以根据各种实施例来采用不同的 

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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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1〇2] 图7是用于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以及流量/流动

压力调节功能的结构图。

[0103] 参照图7,作为温度调节部130的详细结构包括控制器135。

[0104] 形成在这种温度调节部130上的控制器135包括：温度比较部136,其对温度传感

器131所检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与已设定的基准值进行比较；温度运算部137,其通过与 

上述基准值之间的比较，计算出需要通过上述加热部133进行升温的二氧化碳的温度补偿 

值；温度控制部138,其控制上述加热部133的动作，以使上述分配腔室部120的内部的二 

氧化碳温度上升相当于计算出的上述温度补偿值的量。

[0105] 在这里，在上述温度比较部136的功能中，“已设定的基准值”是指用户要向地下管

井灌注的二氧化碳的目标温度值，如果温度传感器131所检测的二氧化碳的温度低于“已 

设定的基准值”，就控制上述加热部133的动作，来提升相应于差值的温度补偿值。

[0106] 再次参照图6,对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进行说明。

[0107] 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起到对要通过分配腔室部120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

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进行调节的功能。

[0108] 如图所示，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包括：流量检测部141，其检测要通过分配

腔室部120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流动压力检测部143,其检测要通过分配腔室部 

120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动压力；阀部145、147,既对要通过分配腔室部120灌注到 

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进行开闭调节，还调节流动流动压力。

[0109] 在这里，如图6所示，流量检测部141以及流动压力检测部143均形成在灌注管

122上，形成有效地检测通过分配腔室部120流出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的结构。 

[0110] 但是，上述流量检测部141以及流动压力检测部143的配置结构仅作为一种优选

实施例，本发明不局限于此。由此，可以根据本发明要适用的位置、环境以及各种条件来稍 

作变形。

[0111] 并且，上述流量检测部141是指普通的流量计，适用已出市的各种常用流量计即

可，同时流动压力检测部143亦指普通的流动压力计，亦能适用常用的流动压力计。由此在 

这里将省略其详细说明。

[0112] 并且，本发明并不太局限于阀部145U47的实施方式，即如图1所示的阀部145、

147以流量检测部141为基准分别设置在其前、后，与此不同，如图7所示的阀部145a、 

145b、147在灌注管122的部分区间分支形成为双重管的各个管体上形成与图6的配置方式 

不同的结构。

[0113] 上述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除了流量检测部141、流动压力检测部143以及阀

部145、147以外还包括流量/流动压力控制部149。

[0114] 参照图7就能明确流量/流动压力控制部149的功能以及作用。

[0115] 即，图示的流量/流动压力控制部149对通过流量检测部141以及流动压力检测

部143检测的二氧化碳的流量以及流动压力数据与已设定的基准值进行比较判断，并控制 

上述阀部145a、145b、147的开闭动作，以能够按适当的流动压力以及流量供给要灌注到地 

下的二氧化碳。本实施例中的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碳的设定压力为40巴（bar)，但这种 

设定压力可以根据用户的设定而异。

[0116] 如上所述的流量/流动压力控制部149能够进行流量检测部141以及流动压力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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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部143和与所述流量检测部141以及流动压力检测部143联动而进行开闭驱动的阀部 

145a、145b、147相互之间的主动性控制，从而能够发挥以更加迅速而准确的条件分配二氧 

化碳的功能。

[0117] 图8是表示本发明实施例的通过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对要灌注到地下的二氧化 

碳的温度以及流量/流动压力调节功能进行控制的框图。

[0118] 如图8所示，能够根据通过通信网从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下达的命令对上述 

的通过温度调节部130以及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体现的二氧化碳分配部的调节功能 

进行控制。

[0119] 为此，温度调节部130以及流量/流动压力调节部140与二氧化碳管理服务器240 

之间还具有通信接口 150,该通信接口 150能够通过有线/无线通信网实时或按照不同时间 

带或每当用户请求时进行双向的信号传输。

[0120] 此时，作为能够通过通信接口 150进行远程控制的终端，除了上述二氧化碳管理 

服务器240之外，还能够利用搭载了 3G或4G通信调制解调器的用户的智能手机。

[0121] 如上所述，本发明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为了确保二氧化碳的 

地质灌注时的稳定性，对要灌注到地下管井的二氧化碳的压力以及温度进行最佳控制，从 

而更加有效地发挥二氧化碳的分配功能，同时有效地对其进行监控，进而彻底检测灌注保 

管在地下的二氧化碳向地表上泄漏，从而进行更加安全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

[0122] 以上，对涉及本发明的用于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的综合管理系统的优选实施例进行 

了说明。

[0123] 上述的实施例在所有方面均用于例示，本发明不局限于此。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 

围由所附权利要求书定义，应当理解，权利要求书中所记载的原理、范围以及从等同概念导 

出的所有变更或变更的实施方式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

13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附图 1/7页

0
52

14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附图 2/7页

卜200

图2

15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附图 3/7页

图

O

CNJ
S

C
H

CSJ

〇
〇
OJ

16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附图 4/7页

240

图4 

240

图5

17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附图 5/7页

0
0

6图

翌

 L
'
e
e
L

 9"

°
2

18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附图 6/7页

-
Τ

Θ

7图

19



CN 102465715 Β 说明书附图 7/7页

□辑舊

-
m

图

-ο
α

_
_
 

λ
¾

〇
寸
2

20


	Bibliographic data
	Abstract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