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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 绪论工业革命以来，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和进行工
业生产活动的主要能源。2006年全球消耗的能源中，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高达87.9%，我国的比例则高
达93.8%，其中煤炭占主要地位。分析2010年一次能源结构，其中煤炭生产和消费比例分别达到76.5%
和68.0%。石油和天然气消费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3.27%和0.47%提高到了2010年的4.28%和0.98%占世界
比例达10%和3.4%。随着人类的不断开采，化石能源枯竭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化石能源21世纪将
被开采殆尽。另外，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带来CO2排放量的增加，打破了自然界正常的碳循环过程，
或者说打破了正常的碳交换平衡，致使大气中CO2的增加速度和增加数量大大超过了海洋碳库和陆地
生态碳库可以吸收的速度和数量，从而引起温室效应，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德班世界气候大会
期间，一些媒体报道了英国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Maplecroftcom-pany，世界上著名的风险评估公司之
一）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对全球近几年排放CO2最多的国家进行了排名，其中5
个国家的CO2排放量占全球CO2排放量的一半还多。从我国的人均排放量来看，虽然不是排名前列，
但是总量达到了60亿t，位居世界各国之首。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的第四
次评估报告结果显示［1］：自1750年以来，全球大气温室气体（GHG）浓度显著增加，二氧化碳
（CO2）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2005年的379ppm，以目前的增长速度计算，到2050年大气
中CO2的浓度将达到550ppm，将为工业革命前的2倍；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CO2从20世纪90年代
的6.4GtC/a上升到2000-2005年的7.2GtC/a；20世纪90年代估计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CO2排放是1.6GtC/a
，全球CO2浓度的增加主要是由化石燃料使用和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毁林）引起的。森林是陆地生
态系统的主体，对维持陆地生态平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树木是森林系统的主要生物质，可以通过
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有数据记载，树木每产生1t木材，就要吸收1.6t二氧化
碳，释放1.1t氧气，可以固定0.5t的碳［2］。国际上对于森林碳素储存能力（碳汇）问题的研究始于20
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森林碳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内容：森林参与大气碳循环的方式、森林碳汇对
大气的净化作用、森林吸收CO2量的计算模型、不同的森林类型吸收CO2的差异等。而对于木材的碳
素储存能力和木材保护处理对碳素储量的变化、生物质复合材料的碳素储存、不同建筑结构住宅的固
碳量、提升和发挥木质材料碳汇功能的途径等方面提及较少。树木在自然界中发挥着固定二氧化碳、
供给氧气、保持水土、利于健康等多种重要功能。通过光合作用可以使木材吸收的CO2以有机物的形
式储存于生命体内，固定在木材的各个部分，而木材（木质部）是木材全部生物量中碳素储存最多的
寄存体。构成木材的元素主要有C、H、O三种，三种元素各自所占比例约为C50%、O42.6%、H6.4%
。可见，在木材中碳素储量最多，可以说木材（树木）是陆地生物最大的碳素储存库。森林和树木具
有吸收二氧化碳和固定碳素的重大功能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缓温室效应的独特作用，并以此减少
生态灾难，保障人类的生态安全。树木生产中吸收的CO2以木材的形式予以固定和储存，木材是林木
生物量中储存碳素量最大的生物质。所以，科学保护和科学利用木材，对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减缓
温室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木材外，我国每年收获的农作物秸秆约在7亿t左右，也是陆地植物
体中储存碳素最多的物质之一。以前对这类生物质材料的工业利用率很低，绝大部分被丢弃或焚烧，
燃烧时所释放的烟雾严重危害环境，甚至妨碍航空安全。因此，要将木材的科学保护和利用扩展到农
作物、废弃物等全部的生物质材料。木材也是良好的建筑材料之一，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木材资源
丰厚的地区，很注重采用木结构形式建造住宅和公共、公益性场所。木结构房屋和木质家具使人居空
间的木材拥有量增加，木材和木质材料具有独特的环境学属性，除长久固定碳素、净化空气外，还具
有调节建筑室内物理环境的功能，从而提高人居舒适程度。0.1 全球气候变化概述全球气候问题从工业
革命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环境问题的焦点，气候变化及其所带来的不利于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发
展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被国际社会列为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并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
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国际社会不断通过政府间气候变化相关组织进行沟通以协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办法及确立各国的责任和义务，推动并提高气候变化的全球参与度和关注度，为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形
成了组织基础。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有很多，范围较为广泛，既有历史因素，又有人文因素，既有经
济因素，又有社会因素。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对于现代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环境，甚至政治方面
影响巨大，并不仅仅是单一的环境或者气象学和生态学问题。在经济方面，气候变化衍生的全球变暖
、碳排放和碳汇问题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今后的发展方式。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国家之间政治的角力，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于自然资源价值在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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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空间的争夺和重新分配。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对于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反映了
各国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另外也刺激了各国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开发新型能源的积极性。可以说以
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新型能源的利用程度和开发程度是将来各国综合国力提升
和竞争的能源基础，是解决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新型能源成为全球主流能源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在此之前，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现有全球陆地生态系统，提高森林的碳库作用，优化树木的
配比结构，延续木材的固碳能力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提出严峻考验的情况下最为基本和
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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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者许民、李坚基于环境保护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编撰《木材的碳素储存与科学保护》一书，旨在
助推木材加工企业的发展，使其适应低碳科技的理念，不断追寻木材及其产品在加工过程中的碳足迹
，重新审视以往的木材加工方法和加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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