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实施CO2捕集与封存的参考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实施CO2捕集与封存的参考意见>>

13位ISBN编号：9787302278795

10位ISBN编号：7302278792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政 等 著

页数：2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实施CO2捕集与封存的参考意>>

内容概要

　　《中国实施CO2捕集与封存的参考意见》以多维视角对CO2捕集与封存（CCS）的概念和技术进
行了全面的阐释，内容包括：CCS的技术性能、实施流程、关键步骤，实施CCS在中国可能遇到的非
技术问题（实施项目选择、注意事项、融资、环境保护、需遵守的法律法规等），提出了在中国实
施CCS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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