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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利用生物质化工技术和生物质材料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由于以石油与煤等化石资源为原料而发
展起来的新型能源与化工材料更大地促进了文明和经济的发展，使得生物质资源的利用被逐渐淡化。
目前，化石资源的日渐枯竭使得化工材料的发展面临严重危机，同时石油化工材料的不可生物降解性
严重污染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因此，基于生物质资源的化工、能源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受到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
为适应生物质化工与材料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该领域的工作者要对生物质化工与材料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实验方法以及应用前景和发展方向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同时，为了培养从事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研究的高科技人才，也亟需一本全面系统介绍生物质化
工技术、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及其应用的书籍。
纵观近年来有关生物质化工和材料方面的教材及专著，都是在某一方面进行专论，没有一本从整体上
涵盖生物质化工和材料的全部研究领域，缺乏全面性、系统性。
另外，亦普遍缺乏新颖性和普及性。
为此，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以及国外
高校长期从事、生物质化工和生物质材料研究的年青学者、教师以及研究生共同编写了《生物质化工
与生物质材料》一书。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编写分工为：第l章黄进、夏涛、郑化；第2章李陵岚、夏涛；第3章夏涛
、李陵岚；第4章夏涛；第5章夏涛、郑化；第6章熊雄；第7章余家会、黄进、范红蕾；第8章周金平、
刘海清、曹晓东、郑化、何广华；第9章黄进、郑化；第10章黄进、陈云、陈广军、伍强贤；第11章卢
永上；第12章黄进、刘海清、林宁。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以创新的方式将生物质化工和生物质材料的大多数研究领域融合在一起
，用简明的语言、辅以数据和图表阐明该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相关技术，并列举了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
作为实例帮助读者理解、记忆和正确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和相关技术。
编者衷心希望该书能促进广大学生对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的学习和理解，为我国与生物质相关的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
学海无涯，编者才疏学浅，编写内容难免有疏漏与不足之处，望读者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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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介绍了生物质化工技术及其在能源、制氢和炼制化合物中的应用，
同时还介绍了生物合成聚合物、生物质小分子化合物制备聚合物、生物质高分子及这些聚合物在材料
领域中的应用。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收集了大量具有创新思想和科学价值的实例，以指导读者更有效地从事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编写时参考了千余篇相关文献，内容丰富、新颖，是一本全面、深
入的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的教学用书，适合生物质化工技术、生物质能源以及生物质材料与工程
等相关专业或相关行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科技人员及企业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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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生物质化工及材料概述1.1 生物质化工技术及发展趋势1.2 生物质材料及发展趋势参考文献第2章 
生物质化工技术2.1 生物质直接燃烧技术2.2 生物质热解技术2.3 生物质液化技术2.4 生物质气化技术参
考文献第3章 生物质制氢及相关技术3.1 生物质热化学制氢技术3.2 超临界水中生物质气化制氢技术3.3 
光催化重整生物质制氢技术3.4 生物质乙醇水蒸气重整制氢技术参考文献第4章 生物质新能源的制备4.1 
燃料乙醇的生产技术4.2 燃料甲醇的生产技术4.3 生物柴油的制备工艺4.4 生物油参考文献第5章 生物质
制备平台化合物5.1 生物质甘油制备1，3－丙二醇5.2 生物质制备糠醛5.3 生物质制备新型平台化合物乙
酰丙酸参考文献第6章 生物合成聚合物及应用6.1 生物合成聚合物的种类和性质6.2 聚羟基脂肪酸酯的生
物合成6.3 聚氨基酸聚合物的生物合成6.4 生物合成聚合物的应用6.5 结论及展望参考文献第7章 聚乳酸
合成工艺及应用7.1 聚乳酸的合成工艺7.2 聚乳酸的物理性质和性能7.3 聚乳酸材料的改性7.4 聚乳酸的
成型加工7.5 聚乳酸的应用7.6 结论及展望参考文献第8章 天然聚多糖及材料8.1 纤维素及材料8.2 纤维素
纤维及复合材料8.3 甲壳素和壳聚糖及材料8.4 淀粉及材料8.5 结论及展望参考文献第9章 木质素及材料
第10章 天然蛋白质及材料第11章 天然植物油及材料第12章 生物质纳米粒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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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生物质化工及材料概述 现代化学工业已成为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由于当前的化学工业大多是建立在石油、煤和天然气等化石资源的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
，而化石资源的储量有限，化石资源的大量消耗使得化学工业的发展面临严重危机。
同时，依赖于化石资源开发的合成高分子材料，虽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其不可生物
降解特性使得由它们生产的众多化学合成品在使用后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
由此可见，从石油和煤炭离开地表，它们对其他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副作用就已经开始了。
在石油和煤炭的开采、加工到最后转变成高分子材料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我国原油开采
加工过程的能耗(包括能耗和损耗)约为原油能值的10％，同时还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物，诸如粉尘、
废气、废液、废物(包括废弃高分子材料本身)等。
为了保持化学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压力迫使人们寻找能够替代化石资源的新型资源
，而该种资源的一个重要特性应该是可再生的。
目前，生物质资源被认为是替代化石资源的最佳选择。
木材、秸秆、竹材、淀粉、纤维素、木质素、蛋白质、甲壳素、植物油等生物质资源是由植物的光合
作用、动物和微生物对自然资源的友好耗用形成的，不消耗石油、煤和天然气等石化资源，对环境的
副作用小，通过植物的生长还能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矿石燃料及其他材料加工的副产物，实现环境
净化。
而且，这些生物质资源具有资源丰富、可再生等特点，废弃后容易被自然界微生物降解为水、二氧化
碳和其他小分子，这些小分子产物又进入自然界循环，符合环境友好材料的要求。
利用化工技术和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可将生物质资源在化学品、能源、燃料以及材料等方面进行循环利
用，如图1.1所示。
因此，生物质资源是未来可代替石油、煤和天然气等化石资源，并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材
料资源。
虽然世界每年约产生170亿吨干生物量，但可利用量仅为1300万吨，不足总量的1％。
由于石油、煤炭等储量有限的化石资源的不断消耗，其供需矛盾也日趋紧张，以及全球环境保护法规
的压力日益增强，为生物质化工和材料的发展和利用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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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质化工与生物质材料》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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