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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阐述了沈阳市利用生物质能源的基本情况和推进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优势。分析了生物质颗粒燃料在沈阳市推
广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对策。

 可再生能源是指不污染环境，在自然界中可以循环再生的能源，其开发利用不仅可以解决与能源密切相关的环境污
染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还可以逐步改善以煤炭为主的城市能源消
耗结构[1]

。“十一五”末期及“十二五”期间，沈阳市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
，确保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的目标显得极其重要。

 生物质颗粒燃料是一种可再生的新能源，是利用秸秆、水稻秆等废弃的农作物，经粉碎-混合-挤压-
烘干等工艺，最后制成的颗粒状燃料[2]。

 由于其原材料分布广泛，成品颗粒可直接作为燃料燃烧，具有燃烧时间长，炉膛温度高，经济实惠等特点，因此可
以作为煤炭、天然气、电、油等能源的补充能源[3]

。建立在示范工程基础上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大规模使用，不仅能有效缓解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减少人类对矿物燃
料的依赖，而且可以有效地减轻环境污染，逐步提高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4]。

 1沈阳市生物质能源利用基本情况

 沈阳市9区及1市(新民市)、3县(辽中县、康平县、法库县)可耕地秸秆产生量约在400万t/a左右。其中近50%的秸秆在
田间被直接焚烧及废弃，另50%用于柴灶、堆肥及牲畜饲料，每年仅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达260～300万t，不仅浪费了大
量的能源，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给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根据生物质颗粒
燃料生产厂家的实际测算，沈阳市生物质颗粒燃料的热值在3700～4200大卡/kg，销售价格在500元/t左右，成本在400
元/t左右，比相同热值的煤炭价格稍高，但由于其热效率为80%左右，远远高于煤炭的50%，因此，综合比较来看，
采用生物质颗粒燃料供暖与煤炭供暖相比经济效益相近，但却具有煤炭供暖无可比拟的环境效益。同时，生产加工出
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可以就地销售，处理后的灰渣等副产品可以用作肥料及建筑材料。因此，生物质颗粒燃料具有较好
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沈阳市的生物质颗粒燃料推进工作刚刚起步。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公司2家，加工点7处，分布在辽中、康平、法库等郊区县(市)；生物质颗
粒燃料锅炉生产厂家5家。目前已经建立了棋盘山沈阳市地税局培训中心、西顺城路旧物市场住宅小区、东陵区观音
村畜禽饲料加工厂等7家示范工程，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沈阳市推进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优势分析

 2.1政策优势

 2009年3月，为了有效改善城市能源结构和供热结构，使全市的大气环境质量发生质的变化，在全面推进地源热泵
系统建设和应用的同时，沈阳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推进试点工作。2009～2010年，沈阳市拟在全
市18个区、县(市)的建成区、二环外城乡结合部，以及通往沈阳城区主干道两侧视野范围内，广泛开展原煤散烧锅炉
的替代工作，逐步解决二环外广大地区燃煤冒黑烟污染问题，并计划首期建立200台2t以下生物质颗粒燃料锅炉的示
范工程。

 为完成“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我国正在研究制定能源税、环境保护税等一系列政策，力图加大
包括生物质能源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推进力度。为彻底解决全市茶浴炉燃煤造成的环境空气污染问题，辽宁省葫芦岛
市环保局会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文，在全市部分区(市)范围内推广使用生物质能锅炉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沈阳市也正在制定包括《沈阳市发展生物质能源管理办法》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及办法，
研究推进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扶持政策，力图推进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全面发展。因此，生物质颗粒燃料在沈阳具有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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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空间。

 2.2物质基础

 据初步调查分析，沈阳市近郊1500km 2

范围内可耕地每年秸秆产生量约在20万t左右，全市9区及1市(新民市)、3县(辽中县、康平县、法库县)可耕地秸秆总
产量约在400万t/a左右。其中每年近200万t的秸秆在田间被直接焚烧及废弃，另外200万t用于柴灶、堆肥、沼气及牲畜
饲料。据保守推算，沈阳地区每年可用于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秸秆总量可达120万t左右，可生产颗粒燃料120万t，
每个采暖期1台2t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热值为3750千卡/kg)锅炉所需生物质颗粒燃料500t左右(按照每台2t燃煤锅炉冬季供
暖150d，供暖面积10000m2，煤炭的热值为5000千卡/kg，燃煤40kg/m2

计算，1个采暖期1台2t锅炉燃煤400t)。那么，120t/a的生物质颗粒燃料，每年就可以满足2000台2t以上的生物质锅炉的
燃料需求，为生物质颗粒燃料在沈阳市的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3市场需求

 为有效改善沈阳城区的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大气污染，沈阳市政府已明令沈阳市区禁止烧用高硫煤；同时，根据沈
阳市“十一五”期间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部署，沈阳市拟于2010年年底前全部拆除城区内1700台10t以下非工业生产燃
煤锅炉，用生物质燃料及配套炉具取代二环外在用的2t以下燃煤锅炉、农业大棚燃煤采暖炉和居民生活用燃煤(秸秆)
炉，以及二环内地区的商亭、门市等经营网点使用的民用燃煤小立炉，为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推广使用提供了广泛的发
展空间。同时，沈阳市一些采用电、油、燃气的供暖及供气企业，由于各类清洁燃料价格的上涨，迫切需要清洁、经
济的替代燃料。可以预见，生物质颗粒燃料在沈阳市将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

 3沈阳市生物质颗粒燃料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3.1对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认识不高

 生物质颗粒燃料是一种可以再生的新能源，开发利用生物质颗粒燃料不仅能够缓解能源危机，节约能源，而且可以
减轻环境污染[4]，对于改善沈阳市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
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生物质颗粒燃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大多数单位和
个人对生物质颗粒产品具有的高能、环保、使用方便的特性认识不够，甚至许多用能单位根本就不知道有生物质颗粒
产品，更谈不上认识和应用[5]。

 3.2缺乏总体发展规划及相应的标准规范和管理办法

 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开发、利用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包括原料的收集、初步处理，颗粒燃料的加工、储藏和运输，
颗粒燃料专用炉具的开发以及最终用户的购买与使用等。因此，要保证生物质颗粒燃料利用系统能够连续、高效运行
，沈阳市的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有一个长远、合理的规划，防止半途而废或过度开发。

 同时，要实现沈阳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产业化开发利用，在生物质颗粒燃料推进过程中，必须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
技术规范，对原料的收集、生产、运输、贮藏、供应用户等提出具体要求，以使各个产业环节相互协调，提高生产效
率。由于目前沈阳市尚未出台生物质颗粒燃料及其专用锅炉的标准、技术规范以及尚未实施严格的技术监督，一些不
具备技术力量的单位和个人参与生物质颗粒燃料以及专用锅炉设备的生产和制造，容易造成颗粒燃料及专用锅炉的良
莠不齐，造成烟气排放不达标，甚至带来安全问题，这将会给今后开展生物质颗粒燃料利用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

 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出来后，服务措施跟不上，用户使用不方便，在一定意义上阻碍了沈阳市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推
进过程[6]。

 3.3经济效益不高，尚未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

 目前，沈阳市尚未制定有关扶持生物质能源发展的政策，造成生物质颗粒燃料的销售价格偏高。在现行能源价格条
件下，生物质颗粒燃料缺乏市场竟争能力，投资回报率低挫伤了消费者的积极性。

 4对策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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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加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认识

 发展生物质颗粒燃料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推广和应用，不仅可以保护环境，缓和
气候变化，还能促进农业产业链条的延长[2，6]

。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发展生物质能源比发达国家更具竞争力，该项目的推广将为成千上万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生物质能的有效利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新型能源的利用技术，应该在做好示范工程的基础上，由点
及面地推广应用，使生物质能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

 4.2制定发展规划、管理办法、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推进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产业化进程

 结合国家《可再生能源法》以及《沈阳市“十一五”规划》、《沈阳市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等法律、法规及
规章，确定沈阳市生物质能发展目标，编制沈阳市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规划，为包括生物质颗粒燃料在内的全市生物质
能的发展提供指导。

 制定沈阳市生物质颗粒燃料及锅炉的管理办法、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技术监督和市场管理，规范市场活动，
为生物质技术的推广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产业化方面，加强生物质利用技术的商品化工作，引导建立生物质颗粒
燃料供需的登记制度，鼓励建设大型生物质颗粒燃料物流交换中心，保证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存储和供应。

 通过制定生物质颗粒燃料及锅炉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可以在生产者、销售者、炉具制造商和用户之间建立起一
个相互连接的平台，从而促进生物质颗粒燃料技术的健康、快速发展和市场的逐步规范。

 4.3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提升经济效益

 由于生物质颗粒燃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目前国家尚未制定能源税、环境保护税等政策来促进生物质能源的发展，
因此，建议沈阳市根据《可再生能源法》以及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家4部委《关于发展生物质能源和生物化工财税扶
持政策的实施意见》中规定的电价、税收、市场准入等政策措施，结合在生物质颗粒燃料推广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如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加工用电按民用电价收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及资金补贴以及给予
享受煤炭燃料铁路运输运价同等待遇等，从而降低其生产成本，推进生物质颗粒燃料使用的健康发展[7～8]。

 5结论

 节能、减排，促进生物质能源的有效开发及合理利用，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更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必然趋势。沈阳市每年产生植物秸秆400万t，可用于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有120万t，生产生物质颗粒燃
料120万t，可替代普通燃煤100万t左右。因此，加大对生物质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对于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状况，
调整和改善沈阳市的能源结构，提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收入和新农村建设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目前，沈阳市生物质颗粒燃料开发利用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艺水平相对落后，生产企业规模小，产品的生产
成本较高，尚不能作为替代能源与常规能源进行竞争。因此，沈阳市应该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力度，从资金、技术、
电价、税收等方面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降低生物质颗粒燃料的成本[9]，使其与水源热泵技术一道，作为沈阳市能
源结构中的重要补充方式，逐步解决沈阳市锅炉燃煤污染问题，提升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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