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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满足了人类的生活需求，为人类提供了各种便利，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
问题。
由于人类对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及其衍生产品的过度依赖，工业领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正在日益增加。
例如，工业革命前，大气中的CO2一直稳定在280×10-6左右；从工业革命到1959年，大气中的CO2含
量增加到316×10-6；从1959年到1993年的34年时间里，大气中CO2含量又增加到了357×10-6，相当于
前两个世纪的上升幅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加快，国内对能源及工业制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工业领域各行业得
到迅速发展，同时也大大加重了我国的能源和环境压力。
目前，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发展中国家的首位。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199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能源消费和工业化进程是我国CO2等温室气
体排放的主要原因。
2005年2月16日，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
暖的《京都议定书》已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虽然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要求，其生效暂时对我国没有直接的压力，但是一旦国际
社会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即使是承担部分减排义务，都会使中国在相关国际谈判中面临巨
大压力。
《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等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利用效率的问题，温室气体减排实质涉及
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等问题。
因此，做好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特别是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工作，不仅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基
本国策的要求，也是我国对《京都议定书》做出的承诺。
另一方面，作为《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是直接与发展中国家
密切相关的机制。
作为温室气体减排潜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将在未来清洁发展机制市场中约占有40%～50%的份
额，《京都议定书》这项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将会给我国带来先进的技术以及新的
融资手段。
温室气体减排要求对我国来说既是一项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因此，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扶持，同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积极引进发达国家资金和先进
技术等手段，做好工业领域温室气体控制和节能减排工作，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维护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至关重要。
　　本书作为《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丛书》的一部分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旨在让广大读者
了解当前我国工业领域温室气体控制与节能减排现状。
限于编者自身水平，本书的出版旨在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第1章（张雪伍、赵天涛、李明）；第2章（李明、黄希、赵由才）、第3章（
李明、张雪伍、赵由才）；第4章（蒋家超、赵天涛、黄希、邱媛媛、赵由才）；第5章（蒋家超、汪
宝英、王莉、花蓉蓉、叶文飞、赵由才）。
限于编者水平和时间，书中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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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工业领域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旨在让广大读者了解当前我国工业领域温室气体控制与节
能减排现状。
全书共分为5章。
首先在介绍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讨论了工业领域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以及国内外关于节能减排
的相关政策及减排现状。
第2章介绍了IPCC/OECD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以及我国能源和工业源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
制。
第3章是工业领域节能减排集成技术，主要针对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各行业的重要耗能机械、设备或
工艺等，介绍它们的节能减排技术。
第4章主要介绍了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等主要能源在开采输送过程中的节能减排技术。
最后一章主要介绍了对温室气体排放贡献较大的几个工业行业的节能减排技术。
《工业领域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适合从事温室气体节能减排工作的研究人员参考，同时也适合
于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及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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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
随之而来的就是能源消耗过程所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
工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工业又是能源特别是固体能源的最大消耗者。
工业化带来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导致了全球气温的升高，引发如海啸、地震、沙漠化等自然灾
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专家在2008年1月29日至2月1日的巴黎会议中，深入讨论了全球变暖
的问题，并协调各国有关气候变暖的研究和统计数据，且首次使用了“很可能”这样严重的措辞来形
容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关联。
因此，应该对人类活动进行合理的调整，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
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人为干扰，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了解工业部门的种类和发展状况是工业部门实现节能减排的首要问题。
本章从我国工业部门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来了解当前我国工业节能减排的实施现状和政策方针，
并对国外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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