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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石化能源的日益枯竭和燃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国家迫切需要发展多元化能源体系，特别是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生物柴油是以动植物油脂、废弃油脂和微生物油脂等为原料制备而成的生物能源，具有可再生、闪点
高、环境友好、使用和运输安全等特点，被公认为是石化柴油的优良替代品。
因此，开发生物柴油对推动我国柴油替代能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制备生物柴油的工艺方法主要是转酯方法，包括化学法转酯、生物酶法转酯和超临界醇法转酯
。
不同转酯工艺技术制备生物柴油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根据我国国情，发展生物柴油产业必须遵循“不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原则。
以非食用油脂为原料开发生物柴油技术，以及生物柴油及其副产物甘油高值化技术是今后发展生物柴
油产业的主流方向。
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一方面全面阐述生物柴油制备的各种工艺技术中的应用基础科学问题
，探讨更加有效的现代研究方法与技术；另一方面，针对如何提高生物柴油产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探
索生物柴油及其副产物甘油的高值化技术。
本书编写人员都是长期从事生物柴油的科研与教学工作,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高校教师，根据编写人员
自身的科研经历，总结经验和收集大量资料，并参考了作者多年来的讲稿，进行初步总结，共同编写
而成的。
参加编写的有华中科技大学刘云副教授（第1、4、6章），北京化工大学邓利副教授（第4、7章），武
汉工程大学陈文副教授（第2、5、6章），四川大学张文学教授、俞凌云博士（第3章），中国林业科
学院林产化工研究所聂小安研究员（第8章），武汉工业大学李琴博士（第7章）。
最后由刘云副教授做了相关的增删和改动。
在组稿过程中，研究生申旭光、刘涛、朱振南、彭程、陈大伟等同学也参与了书稿文字校对工作。
本书编写获得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生物柴油生产用绿色合成催化材料技术》(项目编
号2009AA03Z2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洋葱伯克霍尔德菌G63交联酶聚集体在非水相介质中
的构效关系研究》(项目编号31070709)、教育部博士点(新教师)基金《新型非水相介质中Pseudomonas
cepacia G63固定化脂肪酶构效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090142120090)、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新型反应
体系高效复合酶法制备生物柴油的研究》(项目编号2008CDB359)和国家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生物质
液体燃料资源植物乌桕品种选育和丰产栽培技术示范》(项目编号NC2010MB0142)资助。
在此谨向上述所有参与编写的人员和资助单位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由于作者知识和水平有限，以及时间限制，本书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仅供参考，若有不妥之处，敬请读
者批评指正。
刘云2011年6月于喻家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柴油工艺技术>>

内容概要

刘云主编的《生物柴油工艺技术》从生物柴油的制备工艺技术入手，对生物柴油的发展现状、原料来
源、化学法制备生物柴油、生物酶法制备生物柴油、超临界法制备生物柴油、生物柴油工艺设计与实
例、生物柴油及其副产物甘油的高值化技术、生物柴油产业效益分析等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

《生物柴油工艺技术》既可作为能源化工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用书，也可作为可再生能源研究领域科技
人员的参考书，还可供相关企业的生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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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生物柴油生产的原料来源在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原料成本占总成本的709／6左右，
是决定生物柴油价格的主要因素，已成为生物柴油生产企业的利润制约点。
目前，生物柴油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天然的动、植物油脂。
天然油脂的分子结构大部分都是含双键或不含双键的直链脂肪酸甘油三酯，碳链长度在12～26个碳，
一般为偶数碳链。
不同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原料也不同，美国主要利用高产转基因大豆，发展以大豆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
油；东南亚地区适合种植油棕，当地各国利用棕榈油作为生物柴油生产原料；日本主要采用餐饮废油
来生产生物柴油；巴西以蓖麻油，南非以葵花子油为主要原料生产生物柴油。
国内生物柴油的生产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原料变化较大，菜籽油、棉籽油、大豆油、椰子油
、麻风果油、葵花子油等均可作为生物柴油的原料。
但我国油脂产量尚不能满足食用油市场需求，每年从国外进口的比例相当大。
因此我国不宜将食用油脂用于大规模生产生物柴油。
根据我国国情，未来发展能源植物，遵循“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协调发展”的原则。
因此筛选、评价出适合我国国情及不同生态区域发展的能源植物物种，并对适合发展生物柴油的原料
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和利用，是推动我国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课题。
目前，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野生植物油，如麻风果油、乌桕油、黄连木果油等和一些不能食用的副产
油料上，如花椒油、烟籽油、蓖麻油、棉籽油等。
生物柴油的生产原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植物油脂：油料作物，如油菜、棉花、大豆、芝麻等；木本油料，如乌桕树、蓖麻、棕榈树、椰子
树、油桐树、亚麻树、野苏树、桉树、油树、麻风树、光皮树等含油质植物。
②动物油脂：如猪、牛、羊等加工的各种油脂。
③微生物油脂与工程微藻。
④废弃油脂：如餐馆的地沟油，各种油脂加工厂的下脚料、酸化油、废机油、废汽油、废柴油等回收
利用，废塑料、废橡胶提炼的柴油。
原料种类对生物柴油质量有一定的影响，油脂中所含脂肪酸碳链的长短、不饱和键的多少直接影响生
物柴油的闪点、十六烷值、凝点等性质。
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的油脂化学成分有较大的差别。
植物油一般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容易被空气氧化，会给生物柴油带来稳定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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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云主编的《生物柴油工艺技术》首先对生物柴油进行了概述，包括特性、制备方法、品质、发展与
趋势等；在初步了解生物柴油后，即直接深入到生物柴油生产企业的利润制约点——原料，介绍了多
种典型油料品种的独特加工处理条件和过程，提出改进现有工艺过程，寻求廉价易得原料资源等建议
；接着，对化学法、生物酶法、超临界法制备生物柴油的工艺技术细致地分三个章节阐述，有助于读
者在比较中更深入了解生物柴油工艺技术，之后提出各种工艺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优化策略，有助于读
者快速上手，找到突破口；然后，介绍了决定生物柴油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的生产工艺设计，提出生
产工艺的“连续化与规模化”、生产装置的“大型化与高效化”、多种技术的“耦合与集成化”等独
到见解；还结合大量国内外实例，提到生物柴油高值化的问题；最后，在对整个生物柴油产业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环境影响做出全面透彻分析判断后，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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