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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世界，能源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居于首位。
人类目前使用的主要能源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3种。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地球上这三种能源供人类开采的年限分别只有37年、57年和217年。
我国煤炭剩余可开采储量不足1390亿t标准煤，按照2003年的开采速度，只能维持78年。
人类可能面临煤炭、石油枯竭。
同时使用煤炭、石油能源造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也不容忽视。
在经历了生物质、煤炭和石油之后，新的能源时代即将到来。
科学家们经过努力，终于发现了一种新的石油资源——植物。
生物柴油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它是以大豆和油菜子等油料作物、油棕和黄连木等油料林木果实、工程
微藻等油料水生植物以及动物油脂、废餐饮油等为原料制成的液体燃料，是优质的石油柴油代用品。
生物柴油可用于任何柴油引擎；在所有替代燃油中，生物柴油的热值最高；生物柴油的燃点是柴油的
两倍，在使用、处理、运输和储藏方面都极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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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概述部分主要对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有关知识点进行汇总，以便读者对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有所
了解；各论部分对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主要植物的特征特性、栽培要点、适生范围、生物炼制、主要
用途等以及微生物能源进行了阐述。
书中介绍的油茶为优良的食用油源，一般不作生物柴油用途，由于它十分重要，本书予以涉及。
本书内容丰富，取材新颖，技术先进，实用价值高，可以作为全国农林机关、基层政府、生物质能源
生产企业、农民群众的必备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植物栽培与应用>>

作者简介

侯元凯，河南淅川县人，博士。
现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从事森林培育研究工作。
著有：《中国退耕还林主要树种》、《庭院美化植物》、《鄢陵花卉》、《生物柴油树种栽培与利用
》、《红叶柳等彩叶树种栽培与利用》、《探寻植物奥秘》等著作，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
唐天林，重庆开县人，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疆杨树科学研究
院院长，天演生物创建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遗传学专业高级访问学者.中国林业产业协
会副会长，银川大学校董，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发表论文10余篇，著作数部，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和奖励10余项。
孙志强，河北内丘人，博士，副研究员。
现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经济林研究开发中心从事森林病虫害生态控制研究。
先后参加、主持国家“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攻关课题三项，主持国家林业局948引进项目2
项、参加3项，主持国家林业局重点课题一项，在研课题3项。
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30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植物栽培与应用>>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概述  一、生物柴油的含义  二、生物柴油的发展历史  三、能源植物简介  四、植物油脂的
非生物柴油用途  五、我国怎样发展生物柴油  六、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政策支撑  七、我国燃料油植物的
研究历史和开发现状  八、我国生物柴油树种的选择  九、生物柴油的优点  十、生物柴油与0#石化柴油
燃料特性比较  十一、生物炼制技术平台  十二、生物柴油的制备方法  十三、我国生物柴油工艺的研发
 十四、生物柴油的标准规格  十五、燃料乙醇的含义  十六、燃料乙醇的应用现状  十七、乙醇生产方
法  十八、乙醇发酵生产的主要原料  十九、我国乙醇加工生产情况第二章  生物柴油植物  文冠果  黄连
木  油桐  花椒  光皮树  椰子树  麻疯树  绿玉树  油棕  乌桕  油茶  油莎豆  蓖麻第三章  生物乙醇植物  菊芋
 木薯  粉葛第四章  微生物能源附录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附录2  中国油料植物名录附录3  中
国糖料植物名录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植物栽培与应用>>

章节摘录

插图：3.热裂解法热裂解法是在高温下，将油脂裂解成短链的碳氢化合物，来获得燃料油。
最早对植物油进行裂解的目的是为了合成石油。
Schwab等（1987）对大豆油热裂解的产物进行了分析，发现烷烃和烯烃的含量很高，占总质量的60％
。
还发现裂解产物的黏度比普通大豆油下降了3倍多，但是该黏度值还是远高于普通柴油的黏度值。
在十六烷值和热值等方面，大豆油裂解产物与普通柴油相近。
1993年，Pioch等对植物油经催化裂解生产生物柴油进行了研究。
将椰油和棕榈油为催化剂，在450℃裂解。
裂解得到的液相产物，成分为生物汽油和生物柴油。
分析表明，该生物柴油与普通柴油的性质非常相近。
普通热裂解产物中不饱和烃含量高，通过加氢裂解可提高裂解产物的质量，已有几种工艺开发出来，
它可采用常规的炼油厂加氢处理催化荆和氢气，可供炼油厂选用。
氢气可用，可方便地与炼油厂组合在一起。
裂解法对原料要求不高但工艺复杂成本较高。
4，酯交换法酯交换法是利用甲醇、乙醇等醇类物质，将植物油中的甘油三酸酯中的甘油取代下来，
形成长链的脂肪酸甲酯，从而降低碳链的长度，增加流动性和降低黏度，此方法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
法。
酯交换法按工艺过程可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
一步法是酯化过程中，在反应罐中只进行一次酯交换反应，然后进行分离提纯；两步法是在一步法的
基础上，进一步进行酯交换反应。
一步酯交换反应：甲醇与催化剂KOH混合，在搅拌罐中先被预热，并通过定量装置被加入到反应中，
然后由油脂、甲醇和催化剂组成的反应混合物被泵入第一步反应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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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柴油、生物乙醇植物栽培与应用》是上海中电绿科集团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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