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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华大学能源动力系列教材:可再生能源及其利用技术》涉及了所有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围绕着相关
的基础知识和主要利用技术，对每种可再生能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涉及资源状况、发展现状和前景
以及经济环境特性等方面。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水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由于具有低污染、可再生等特
点，越来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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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某些工业废水如酒糟废液、合成脂肪酸废水等，其可溶性有机物较多，在人池发酵
之前已完成了液化阶段，因此它们的发酵速度快，在池内滞留期可缩短到几十小时或几小时，因而可
获得很高的体积产气率（m3／（m3料液·天））。
 以上所述的沼气发酵过程是从大量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它说明了沼气发酵的基本过程。
而在实际的沼气发酵过程中，三个阶段是相互衔接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从而使
基质不断分解，沼气不断产生。
目前绝大多数沼气发酵都是使液化、产酸和产甲烷在一个发酵池中完成，因而在同一时间里实际上由
各种不同的微生物菌群进行着各种不同的发酵过程。
 2.沼气发酵的微生物 按照上述的沼气发酵过程，可以将参与沼气发酵的微生物分为两大类群，即不产
甲烷（产酸）的和产甲烷的微生物类群。
 （1）不产甲烷微生物类群 沼气发酵过程中，参与产酸阶段的不产甲烷微生物的种类繁多，包括细菌
、真菌和原生动物三大类，其中主要是细菌类，真菌和原生动物数量少，作用也不大。
不产甲烷细菌有许多种，按呼吸类型来分有专性厌氧菌、兼性厌氧菌和好氧性菌，其中以专性厌氧菌
为主，数量最多。
厌氧菌是不产甲烷阶段主要起作用的菌类，根据作用基质来分，有纤维分解菌、半纤维分解菌、淀粉
分解菌、蛋白质分解菌、脂肪分解菌、果胶分解菌和一些特殊的细菌，如产氢菌、产乙酸菌等。
对不同的发酵原料和不同的发酵条件，发酵设备中各种微生物群的数量和发酵效率都有较大的变化。
由于产甲烷菌不能直接利用发酵原料中的有机物，而只能利用由不产甲烷菌分解生成的简单的小分子
化合物，所以不产甲烷微生物在沼气发酵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2）产甲烷微生物类群 产甲烷菌是一群非常特殊的微生物。
它们严格厌氧，对氧和氧化剂非常敏感，即使存在微量的氧都会对产甲烷菌造成不利影响。
产甲烷菌是厌氧消化过程链中最后的菌群，将少数几种由不产甲烷菌群代谢得到的终产物转化为甲烷
。
它们在代谢H2、CO2、甲酸、乙酸、甲醇、甲胺时，从中获得碳源和能源来维持细胞的生长繁殖。
根据这一特点，有人认为甲烷菌是更为古老的生物，原始甲烷菌出现时，碳水化合物还未被选择用来
作为能量代谢的基质，它们只能靠简单的有机酸、醇分子或H2、CO2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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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华大学能源动力系列教材:可再生能源及其利用技术》内容全面，知识性强，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能
源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能源领域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再生能源及其利用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