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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微藻生物质能源受到高度关注的背景下，由美国能源部组织200多名专家撰写而成的。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藻类生物质能源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过程中遇到的
关键问题、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路线图，内容涵盖藻类生物质能源生产过程的整个产业链，包括上游工
艺中的藻种筛选、藻类生物学和藻类培养，下游工艺中的藻类收获和脱水、藻细胞产物提取、生物燃
料转化和副产品生产以及藻类生物质能源的输配和利用；同时对藻类培养所需要的资源及选址、整个
生产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政府和企业合作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本书思路新颖、条理清晰、信息量大、知识性强，可为初涉藻类生物质能源领域的本科生、研究生提
供概括性介绍，也可为该领域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向，还可为政府部门
和企业制定能源开发和产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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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五）恶劣天气灾害在美国内陆中部、西南部、东南部和沿海地区，需特别注意天气
灾害，如暴雨洪灾、冰雹、沙尘暴、龙卷风和飓风。
天气灾害会污染开放式培养系统，甚至对开放式及封闭式系统造成破坏，因此在内陆或沿海地区为藻
类培养选址时必须对其加以考虑。
狂风、巨浪等恶劣天气以及洋流更容易影响到远海岸的藻类培养，干扰培养系统的运行，甚至破坏系
统的物理结构。
除此之外，海洋环境还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因此需要采用更高品质的建筑材料，而且其维护费用也更
加昂贵。
9.2.2 水（一）水平衡和管理需求与大多数的陆地农业不同，藻类培养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能够利用价值
较低的非淡水资源，如地表盐水、咸水以及油井、天然气井和煤层气井产生的废水（Reynolds，2003
；USGS，2002）等。
然而，干旱地区的水分蒸发速率很快，水分蒸发会引起培养液的盐度和化学性质发生改变，从而导致
开放塘系统的培养条件发生变化。
针对该问题有如下解决方案：当盐分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周期性地放空开放塘；周期性地补充淡
水以稀释积累的盐分；通过除盐措施控制盐分的积累；培养可在各种环境中生存的强适应性藻种。
因此，在利用开放塘培养藻类的过程中，需要周期性的放空或补充淡水，或随着盐分的积累分阶段培
养不同的优势藻种。
通过补充淡水来稀释盐分，会额外增加成本、能耗和操作费用。
同时，开放塘的放空和换水，以及脱盐过程中产生的浓盐水和固体副产物，都会给内陆地区带来一系
列的环境问题。
某些盐类副产物可能具备商业价值，这主要取决于其化学组成。
无论从资源利用还是藻类培养的角度看，水平衡和管理以及相应的盐分积累和管理问题，都是建模分
析和现场试验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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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藻类生物质能源:基本原理、关键技术与发展路线图》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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