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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10章，主要介绍了生物质能源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现状、生物质压缩成型技术、生物质直接
燃烧技术、生物质热裂解技术、生物质气化技术、生物质液化技术、生物质燃料乙醇技术、生物质柴
油技术、生物质制沼气技术及生物质制氢技术。

本书内容新颖，技术实用，可作为大专院校的生物质能源、环境工程、应用化学、化学工程、林产化
工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生物质能源生产、管理和经营等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参考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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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且因不饱和物的存在使其稳定性差不易储存，在受热时也易分解结焦。
由于生物质裂解油中的较高含氧率，导致它不如化石燃料稳定，作为燃料应用受到限制，需对它进行
进一步处理和精制。
对于生物质裂解油的深度加工，是目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已开发的技术主要有催化加氢、沸石分子
筛催化裂解、两段精制处理等手段来获得汽油、柴油以及一些重要的化工产品。
产品可使其热值达到普通轻油的水平和更好的稳定性，生产成本可与常规化石燃料相竞争，为此，生
物质燃料油亦被预言将成为化石燃料的替代物。
同时，液态产品中含有多种通过常规石油化工合成路线不易合成的物质，可从中提取高附加值的化工
产品。
生物质快速裂解的液体产物的催化加氢常在固定床反应器中进行，采用CoMo／Al2O3，或NiMo
／Al2O3催化剂，反应时加入H2或CO，反应压力在10～20 MPa。
催化裂解被认为是经济的替代方法，它把含氧原料转化为较轻的可包含在汽油馏程中的烃类组分，多
余的氧以H2O、CO或CO2的形式除去。
虽然精制油得率比催化加氢低，但反应可在常压下进行，也不需用还原性气体。
该反应可在固定床反应器内进行，也可在流化床反应器内进行，沸石催化剂HZSM—5被广泛研究。
如在流化床反应器内用沸石催化剂进行裂解油的催化裂解研究，在410℃下的转化率达68％。
但总的说催化裂解效果仍不够好，不但焦生成多，所得油质量也差。
用其他传统裂解催化剂也没有得到太好的效果。
最近趋向于对生物质裂解油做两段精制处理，即加氢后再催化裂解。
前者起到使原料稳定的作用，便于后续处理。
如Samolada等提出的裂解油两步处理的工艺中，热加氢可在连续淤浆床反应器内进行，该反应器内径
为45 mm，高4 000 mm，试验中无堵塞问题。
而催化裂解在一个改进的固定床反应器内进行。
该液体产品可进行正常精制，但这也仅是小试的结果。
 4.3生物质热裂解的影响因素 在生物质热裂解过程中，热量首先传递到生物质颗粒表面，再由表面传
至颗粒内部。
热裂解过程由外至内逐层进行，被加热的生物质颗粒成分迅速裂解成木炭和挥发分。
其中，挥发分由可冷凝气体和不可冷凝气体组成，可冷凝气体经过快速冷凝可以得到生物油。
挥发分在多孔隙生物质颗粒内部将进一步裂解，形成不可冷凝气体和热稳定的二次生物油；同时，当
挥发分气体离开生物质颗粒时还将穿越周围的气相组分，在这里进一步裂化分解。
总之，生物质热裂解过程最终形成生物油、不可冷凝气体和生物质炭。
通过改变生物质热裂解的工艺，控制反应条件，改变反应历程，可以获得不同的目标产品。
影响生物质热裂解的主要影响因素有：①生物质材料种类、性质；②热裂解温度；③催化剂；④压力
；⑤气相滞留期；⑥升温速率；⑦反应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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