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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质能作为一类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其在缓解能源供应紧张,调整能源结构以及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分析了国内生物质能研究现状,并对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状况作出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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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能源需求现状

21世纪以来,我国能源发展成果斐然,能源结

构不断优化,节能减排取得一定成效,科学技术不断

进步,已建成世界最大的能源供应体系,有效保障了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但随着我国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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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本研究现状我们不难看到,高中生批判性

思维倾向与学生的物理成绩无关,这就很好地诠释

了高中教师在平时教学当中没有很好地将批判性思

维倾向训练融入自己的学科教学中.因此,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关键是教师在观念上要符合批判

性思维倾向的要求,结合专业课程的教学特点由浅

入深、由简单到复杂,将批判性思维倾向训练融入自

己的教学之中.例如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教师可以实

施探究式教学,由教师创设问题情境,鼓励学生自己

发现并提出问题,经过收集信息、资料提出设想、发
表见解、引发争论,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实验验证,提
高学生获取信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质

疑精神,从而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另外,物理

教师也可结合物理学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

向.如爱因斯坦正是敢于质疑几千年来根植在人们

头脑中的绝对时空观才提出了相对论;卢瑟福也是

否定了导师汤姆孙的原子“枣糕模型”才创造性地

提出了核式结构等等.通过讲述物理学史使学生体

会到正是因为有了敢于怀疑和挑战权威、乐于思考

的批判精神才会有创新,从而培养学生对否定的乐

观态度和敢于质疑、不断创新的批判精神.
(3)教师自身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在培养高中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过程中,教师

提出自己观点时,要提供相关的论据和论证,同时理

解男女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倾向上的差异性,接受来

自于男女学生的不同的质疑和评判,鼓励学生大胆

地提出自己观点,这样既发挥了教师的示范表率作

用,同时又激发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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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能源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生态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

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

问题新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5年全年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2.6×108t标准煤,比上年增

长2.2%.煤炭消费量下降2.9%,原油消费量增长

5.9%,天然气消费量增长8.6%,电力消费量增长

3.8%.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0%,水

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

费总量的16.9%[1].生物质能作为一类重要的可再

生能源,其在缓解能源供应紧张,调整能源结构以及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

2 我国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研究进展

图1是生物质能源转换技术及产品树型图[2].

图1 生物质能源转换技术及产品

2.1 物理转换技术(压缩成型技术)

生物质固化成型技术是将各类生物质原料经粉

碎、干燥、高压成型等环节使原来分散的、没有一定

形状的原料压缩成具有一定形状、密度较大的成型

燃料,其用途非常广阔,可以用于锅炉和煤气发生

炉,也可用于工业、家庭和农业园林暖房供暖.它是

一种极具竞争力的燃料.目前,生物质成型燃料主要

以棒状、块状、颗粒状3种形式存在.经过多年的开

发研究,我国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技术已经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研发了螺旋挤压式、活塞冲压式、模辊

碾压式3种固体成型燃料生产设备.促进了生物质

固体成型产业的发展[3].

2.2 化学转换技术

2.2.1 酯交换法制取生物柴油

酯交换是指在酯类之间发生烷氧基互换的反应

酯与醇之间发生的酯交换反应,又称醇解酯交换法.

生产生物柴油系采用油脂(脂肪酸甘油酯)与醇在

催化剂存在或超临界条件下进行酯交换反应(又称

醇解反应)产生脂肪酸甲酯和甘油[4].国内大部分

高校、研究所和民营能源企业等都在从事生物柴油

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我国生物柴油在产业化方面

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生物柴油生产技术和工业化试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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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热化学转换技术

生物质热化学转换法按其加工的方法不同,大

体上可分为下述几方面:一是直接燃烧;二是气化提

供燃料气或用于发电;三是液化制取液体产品.

生物质气化技术是一种热化学处理技术,通过

气化炉将固态生物质转换为使用方便而且清洁的可

燃气体,用作燃料或生产动力.其基本原理是将生物

质原料加热,生物质原料进入气化炉后被干燥,伴随

着温度的升高,析出挥发物,并在高温下裂解(热

解).热解后的气体和炭在气化炉的氧化区与气化介

质(空气、氧气、水蒸气等)发生氧化反应并燃烧.燃

烧放出的热量用于维持干燥、热解和还原反应,最终

生成了含有一定量 CO,H2,CH4,CnHm 的混合气

体,去除焦油、杂质后即可燃用.这种方法改变了生

物质原料的形态,使用更加方便,而且能量转换效率

比固态生物质的直接燃烧有较大的提高[5].

液化是指通过化学方式将生物质转换成液体产

品的过程.液化技术主要有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

类.直接液化是把生物质放在高压设备中,添加适

宜的催化剂,在一定的工艺条件下反应,制成液化

油,作为汽车用燃料或进一步分离加工成化工产

品.间接液化就是把生物质气化成气体后,再进一

步进行催化合成反应制成液体产品.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质热解液化技术方

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也得到迅速发展.

2012年,我国规模最大的生物质热裂解液化自动化

生产装置在长春高新区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生物

质热裂解液化自主技术首次迈入了万吨级行列.

2.3 生物化学转化技术

生物质生物化学转化包括生物质水解、厌氧发

酵和生物制氢等方面,主要产物为乙醇、甲烷气、生

物柴油及氢气等.近期我国重点技术研发方向是利

用甜高梁、木薯及木质纤维素等非粮食原料生产燃

料乙醇,并建设规模化原料供应基地,建立生物质

液体燃料加工企业[6].

3 我国生物质能产业现状

3.1 投资情况

从生物质能源各子行业的投资增速来看,从高

到低依次为沼气发电、生物质成型燃料、农林生物质

发电、燃料乙醇、垃圾发电.从投资占比看,农林生物

质发电、垃圾发电、燃料乙醇的投资占比最大,占比

达到25% 至30%.从清洁能源贡献量(折合吨标

煤),生物质发电(含垃圾发电)占据半壁江山,接近

50%;生 物 质 成 型 燃 料 和 生 物 液 体 燃 料 各 占

10%[7].

3.2 资源量

中国工程院的咨询报告显示,国内各类清洁能

源的资源量及占比排序分别为:生物质(11.71×108

t标煤,占比54.5%)、水电(5.84×108t标煤,占比

27.2%)、风电(3.35×108t标煤,占比15.5%)以及

核电(0.58×108t标煤,占比2.7%).其中,生物质

资源量是水电的2倍和风电的3.5倍[8].

3.3 产能

2013年我国生物质能、太阳能和风能的实际产

能分别折合为5191.5×104t标煤、4722.1×104t

标煤和4117.5×104t标煤,生物质能源处在首

位[8].

国内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850×104kW,年发

电量370×108kW时;生物燃料乙醇产量每年200×

104t,生物柴油每年50×104t;生物质成型燃料利用

量约每年800×104t;包括沼气在内的生物质燃气

利用量约每年160×108m3,生物质能利用总量每年

约3500×104t标准煤[8].

3.4 消费

2013年能源消费总量为37.6×108t标准煤,其

中生物质能利用占0.53%.2013年生物质发电量占

全国发电量的0.80%.我国每年可以能源化利用的

生物质资源总量4×108t,如果全部利用,约占2013

年能源消费量的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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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能源方面所占比重

据中国科学出版社发布的《世界能源中国展望》

一书提供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尽管目前生物质

能源在我国总体能源布局中所占比重还较小,但在

未来的十几年内,生物质能源都是一种具有良好发

展势头的可再生能源,其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如图2

所示[10].

图2 中国能源比重现状和未来

4 结束语

我国的各项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果,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在近十几年内蓬勃

发展,已成为最具潜力的能源产业之一.生物质能作

为一项清洁的新能源,具有十分优秀的发展前景.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民经济发展

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因此,我们应当更加

重视对以生物质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能源的研究,

加快其产业化进程,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出贡

献.相信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一个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建成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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