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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
化石资源的显著特点是不可再生性，并且储量有限，化石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之一；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导致了能源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阻碍了现代经
济的发展；化石能源制品的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因此而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
高达每年600亿美元。
　　严重的资源、能源与环境危机引起全球关注，各国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6年1月31日发表的政府国情咨文中提到：美国必须像戒毒一样戒掉“油瘾”，依靠
科学技术的发展，在2025年之前减少由中东进口原油量的75%，并有效地减少环境污染，建立一种不
依赖于原油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瑞典--欧盟重要的石油消费国更是提出了要在精神上和技术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
个“无油的国家”。
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化石经济时代”，改变目前依赖于化石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
化石资源的替代，建立低消耗、高附加值的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
　　在太阳能的驱动下，生物提供了地球生态中最大量的可再生资源--生物质，使得地球成为一个循
环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全球每年光合作用产生的生物质可达960亿吨有机碳，远远高于全世界目前化石资源的年消耗量（每年
消耗65亿吨有机碳），同时还清除了CO2，放出大量O２。
利用生物技术，利用地球生态中的可再生资源--生物质，以其作为自身的物质基础，将可持续发展的
工业融入地球大体系的物质循环之中，融入到扩大农业生产的生物量之中，实现在太阳能驱动下的工
业与农业联盟，构筑人类文明的新形式--生物经济，这是新文明的基础，而催化技术则是实现可再生
生物质资源有效利用的核心技术。
　　在开展生物质催化转化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2007年德国Wiley出版集团公司出版的这本
“Catalysis for Renewables：From Feedstockto Energy Production”。
近年来，生物质催化转化的研究工作在不同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此书则是论述在催化研讨会
的基础上，利用可再生资源生产能源、燃料、材料和化学品过程中的催化技术，对催化剂、催化工艺
以及设备等给予了全面的介绍，并且对可再生能源的市场以及技术经济性进行了评价，为未来生物质
资源开发利用过程指明了重点研究方向。
我们认为，这本书将为我国生物质资源高效利用的研究者提供非常宝贵的参考素材，推动我国生物基
能源、生物基材料以及生物基化学品的产业化进程。
因此，于2009年在化学工业出版社编辑的建议和支持下着手翻译这本专著。
　　南京大学的丁维平教授、薛念华博士，东南大学的肖睿教授，南京工业大学的胡燚副教授、张红
漫副教授、韩毓旺副教授、纪晓俊博士也参加了本书的文字翻译和大量图表的绘制工作。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虽然几经讨论，数易其稿，但疏漏或错谬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
：2011CB710800），特此表示感谢！
　　最后，谨向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们关心和帮助的领导和同行表示衷心感谢！
　　黄和　　余定华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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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再生资源催化技术：从资源到能源生产》共分为17章，内容主要包括木质纤维素转化、可再
生资源转化为生物产品的工艺选择、生物基油脂化学品的工业开发和应用、基于可再生资源的精细化
学品、生物质热化学转化为燃料的催化选择、生物乙醇、甘油转化制交通燃料、甘油的催化转化、脂
肪酸的选择性环氧化催化工艺、可再生氢能、CO2捕集以及光催化制氢等。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学校生物工程、化学工程、精细化工、能源化工、产品工程等专业的研究生教
学用书，也可供相关领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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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 引言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社会，人类文明需要可持续利用地球资源和生物圈的
看法已经达成共识，这也使得利用可再生资源成为必然选择。
然而，几个经济学家（Jaccard(1)，Smil(4)，Lomborg(5)）认为引入或转变到可再生资源也将带来经济
和环境方面的成本，这些成本有时会使得表面上似乎最优选择的原料或技术变得无竞争力。
 在荷兰Rolduc举行的Idecat会议“可再生资源催化”上组织了不同领域专家对可再生资源利用中的不
同技术和相关催化进展或挑战进行了讨论，本书是基于这次会议的报告编写而成的。
尽管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生物质相关催化技术，但化石燃料技术和太阳能以及生物转化途径也
包括在其中。
 本书提出了生物质利用的技术对比以及技术集成的一种观点。
 本章首先对化石燃料或技术的替代技术进行经济性和社会背景的简短讨论，使得资源的利用具有环境
可持续性。
 其次，对比了利用不同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的技术，最后，提出了生物质转化过程中不同工艺选择的
总结。
 1．2 经济和社会背景 在燃料使用中以化学计量比排放的CO2和化石资源的日益枯竭是目前两个主要
社会问题。
 一般认为大量额外的CO2排放到大气中造成了温室气候效应。
 在20世纪化石资源引起的排放已经超过了以指数增长的速度，这已经成为共识。
虽然在1925年全球因化石资源引起的CO2累计排放是10亿吨，但是到2000年这一数值已达到60亿吨(1)
。
较大的排放速率将影响气候，而且这种速率还在持续增加。
 图1．1给出了全球气温的预测趋势(2)。
 有趣的是，该曲线表明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的话，当上一个冰川期结束时温度有所增加并且预
测温度达到极大值。
地球物理效应、行星运动和太阳演变使得该温度极大值在9000年前应该出现。
然而，人类活动使温度极大值发生了偏移。
最初由于森林砍伐和其他农业活动产生的CO2排放增加导致了温度极大值的延迟。
图1．1中的曲线显示一旦化石燃料不再可以利用时，地球温度将会达到极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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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再生资源催化技术:从资源到能源生产》是IDECAT开发一致的活动框架，通过催化创造生物基和
可持续社会迈出的第一步，同时，《可再生资源催化技术:从资源到能源生产》也是对研究现状进行的
实时评述，明确了R&D的新方向、新机会和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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