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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前言

众所周知，火的使用和工具的发明开启了人类使用能源和材料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人类的进化，推动
了人类文明进步。时至今日，能源和材料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方向。它们的发展给全球经济、政治以及精神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也使全球的生态环境伤痕
累累。开发绿色能源，发明新型材料，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迫在眉睫。    2012年，中
国将启动《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编制工作，提出我国能源发展的总体方略和战略规划。但是，目前市
场上还没有一套详细介绍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内容的高新技术科普丛书。为了引导读者，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新能源和新材料，明确我国的能源现状和材料科学的创新成果，增强开发高
新技术的意识，激发他们为高新技术事业奉献的信心和决心，培养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创新精神。向
青少年普及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相关知识和发展动态，必将吸引和鼓励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献身科学
，积极投身能源和材料事业，发明更多低碳、绿色的新型材料，使我国能源结构合理，为创造我们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家园做出更大的贡献。    “高新技术科普丛书”，由国内知名材料学专家、西北师范
大学博士生导师莫尊理教授担任丛书总主编，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编委，丛
书各册的作者均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热爱科学、朝气蓬勃、学风严谨、勤奋探索，以真挚
的情感和对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使命感，用朴实而又不失优美的文笔严肃认真地编撰了本套丛书。    
本套丛书作为新材料、新能源的科普读物，宗旨鲜明，风格独特，系统性强，认真探讨了人类与能源
材料和谐的发展历程和方向。与一般科普读物相比，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内容丰富时代感强，
本丛书共18个分册，紧扣当前能源、材料发展的困境，以新能源、新材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及翔实
的资料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分别叙述了与人类生存、发展最密切的各种新能源和新材料，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另外，本套丛书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介绍了材料和能源领域的基础知识
和发展动态，深入浅出地展示了材料和能源的发展脚步。《神通广大的第三金属》《新材料的宠儿：
稀土》向你展示第三金属和稀土的魅力；《高新科技的特种钢》《取之不尽的太阳能》《持续不断的
风电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又爱又恨是核能》《待开发的地热能》《清洁能源：氢能
》《未来无害新能源可燃冰》《无限丰富的海洋能》让你尽情领略能源的丰饶和开发前景；《异彩纷
呈的功能膜》《节能减排的新动力电池》《无处不在的碳纤维》《遨游太空的航天材料》《改变世界
的信息材料》《比人聪明的智能材料》《神奇的人体修复材料》向你呈现新型材料的发展动态以及带
给我们生活的变化。二是时尚流行的编创，本丛书语言流畅、深入浅出，配有大量精美的图片，图文
并茂、通俗易懂，加上扩充知识面的小百科，使读者朋友全面了解新材料、新能源并享受着它们带来
的无限魅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永续利用地球资源，改善地球的生态环境才
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统一规划、合理开发能源，积极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促进人类与
自然界的和谐共处与协调发展。希望这套凝聚着策划者、组织者、编撰者、设计者、编辑者等工作者
辛勤汗水和心血的“高新科技科普丛书”能给那些热爱科学，倡导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人们以
惊喜和收获，并对我国的能源和材料事业做出贡献。衷心祝愿应时代所需而出版的高新科技科普丛书
能得到读者的青睐。    薛群基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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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内容概要

《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作为新材料、新能源的科普读物，宗旨鲜明，风格独特，系统性强，认真探
讨了人类与能源材料和谐的发展历程和方向。与一般科普读物相比，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内容
丰富时代感强，此书共18个分册，紧扣当前能源、材料发展的困境，以新能源、新材料方面最新的研
究成果及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分别叙述了与人类生存、发展最密切的各种新能源和
新材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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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生物质包括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这些生物派生、排泄和代谢的物质。
可是说太阳光和植物是这个环链的基础，几乎所有的生物质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植物中获取物质原料和
能源。 在能源大家族中，生物质能是最富有的成员，据国际能源局的调查报告显示，地球上生物质能
的年产量是人类年消费能源总量的近千倍。据科学家估算，地球上蕴藏的生物质达18000亿吨，并且植
物每年生成的质量约为1440亿～1800亿吨（干重），大约等于现在世界能源年消耗总量的10倍，如果
再加上禽畜粪便，生物质数量就更加惊人了。当然了，当今人们实际利用的生物质能还非常有限，而
且利用效率也不高，粗略地估计，充其量占全球总能耗的15％左右。全世界还有很多人口的生活能源
主要依靠生物质能，其中主要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生物质使用量约占总能耗
的30％，在非洲有些国家则高达60％，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多，农村生活燃料主要靠烧薪柴，
甚至连牛羊粪也会被烧掉。 有资料表明，我国的生物质资源主要来自农林业废弃物、薪柴、禽畜粪便
、城市有机垃圾和工业有机废弃物，总量约相当于4.87亿吨的石油，其中约有76％的生物质资源可用
于发电和供热。然而，由于生物质资源状况非常复杂，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和数据，各类生物质资源
间也以各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影响，因此，生物质的消耗量是难以确定或估计的。鉴于目前生物质资源
对全球能源需求所做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形式的可再生资源，对它们的数量进行分析统计是非常必要
的。 一、天然生物质资源量 全球森林生物质产量约占全部生物量的45％，所以生物质作为一种能源被
利用的潜力巨大。当前在发展中国家，大约还有20亿农民主要靠薪柴供应生活用能。我国每年薪柴的
产量达8860万吨，约占农村生活用能的40％左右。在很久以前木材就一直作为资源被人们利用，当代
随着化石能源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显现，生物质能的利用也重新被人们重视。例如，美国能源部专门拨
款来开发研究通过建立能源林场来解决能源问题，还进行着把林木废材转变成甲醇的研究工作。南非
也已经开始研究利用林业废弃物来制造酒精等液体燃料，目前每年大约有500万吨废弃物可以被制
成100万吨左右的酒精。 在我国可获得的林木生物质资源种类主要是薪炭林、平茬灌木、经济林和城
市绿化修枝、油料树种果实等。科学家们估算，每年可产生的生物质约有8亿～10亿吨，这其中，可作
为能源利用的不少于3亿吨，如果这3亿吨全部开发利用的话可替代2亿吨标准煤，这样就能够减少目
前1／10的化石能源地消耗。据统计，我国现有400多万公顷薪炭林，每年约可获得1亿多吨的薪柴。在
未来20年内我国已经计划再投资建设1600万公顷薪炭林，届时每年将产生3亿多吨的薪柴。其他国家像
美国、巴西、瑞典也都有大规模的薪炭林场。 我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木本生物质资源的优势，首先
种植木本生物质不会占用耕地，恰好我国又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国土总面积中有70％是山地，还
有5400多万公顷适宜种植林木的荒地可用于发展能源林，而且气候、土壤、地理条件都适宜种植薪炭
林木。还有大量的盐碱地、沙地以及矿山、油田等复垦地适宜种植一些特定的能源树种，如柽柳、柠
条、沙柳等灌木。其次我国适合大规模种植木本生物质的树种资源也比较丰富，仅本土树种就多达几
十种。这些树种有的适合作为燃料用于发电，如刺槐、黑荆树、沙棘、柽柳等，而有的像麻风树、黄
连木、文冠果、油桐、光皮树等则比较适合开发生物柴油。 薪炭林可在解决农村能源利用时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如果要解决农村能源短缺，有效保护其他的林种树木，就必须要大力去发展薪炭林。薪
炭林既有天然林，也有人工林，作为生物质能资源的主要是人工林。世界上营造薪炭林的规模在扩大
，速度也在加快，而且对于薪炭林资源的利用也不再局限于燃烧。近10年来，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
在林业生物质能源转换技术方面也都取得了新进展，无论是热化学转换技术，还是生物学转换技术和
木质燃烧发电技术，均已取得了一些成熟的经验，这就为更好地利用林木生物质资源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我国薪炭林的发展速度还是较慢，年均新造薪炭林面积仅占每年人工造林面积的1.3％。所以还需
要加大薪炭林的比例，积极营造速生的、短轮伐期的薪炭林，使这一洁净能源迅速发展起来。我国在
林木资源的利用上，还停留在直接燃烧的方式上，如开发节能省柴灶等，很少研究滞后的能源转换技
术，这是我国在生物质能源利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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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编辑推荐

《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介绍了材料和能源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动态，深
入浅出地展示了材料和能源的发展脚步。此书语言流畅、深入浅出，配有大量精美的图片，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加上扩充知识面的小百科，使读者朋友全面了解新材料、新能源并享受着它们带来的无
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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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精彩短评

1、可读性较差
2、是正版，感觉很好，以后还会再买类似的书籍
3、内容新颖，标题生动，印刷采用环保可再生纸张，不错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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