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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泉投资控股集团，安徽阜阳 236000）

 摘要：在粮食加工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的背景下，生物质气化技术成为生物质利用研究的重点内容。生物质气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推动生物质利用的节能化、环保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论述了高温水蒸气生物质催化气化的相关内容。

 生物质主要是指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木质纤维素（简称木质素）、农产品加工下脚料、农林废弃物及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禽畜粪便等物资。生物质燃料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质燃料的高效开发利用，对解决能源、生态环境问题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都在积极加大生
物质能源化利用的研究和推广力度。以欧洲为例，其要求到2020年生物质燃料要替代20%的石化燃料。

 1高温水蒸气生物质催化气化特点

 从实际应用角度来说，生物质高温蒸气气化，不仅能够维持反应器温度场的均匀性和稳定性，而且水蒸气直接和生物质反应，使得气化反应强度和效率得以提升。相关研究表明，蒸气温度的增加，使得水分子活性增强，有助于蒸气还原反应以及重整反应的开展，有效提高了生物质燃气的氢含量。使用此技术时，结合使用催化剂，能够加快
焦油催化裂解，同时可以增加反应速率，优化燃气组分。以高温水蒸气作为生物质的氧化剂，结合使用催化剂的技术路线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2高温水蒸气生物质催化气化系统及相关研究

 Umeki等围绕高温蒸气直接氧化生物质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1]

。其采用下吸式气化炉系统，借助甲烷燃烧释放的热量，对水蒸气进行加热，实现生物质气化。他们重点研究了气料比和蒸气温度等对气化组分以及热值造成的影响。从实验结果来看，提高气料比和蒸气温度，能够对可燃气组分造成一定的影响，气化炉出口燃气中氢气的含量最高可以达到55%；冷煤气的效率超过60.4%。学者经过分析提出：
高温水蒸气气化反应中，二次反应相对剧烈，并且生物质一次裂解所产生的焦油能够和高温蒸气重整，使得可燃气中含有的焦油减少，认为此工况下进行气化，气化反应效果主要受水蒸气反应影响。

 很多学者基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实验装置系统，对不同燃料的高温蒸气气化特性开展了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气化燃气产量主要是受到一次反应的影响，比如挥发份的析出以及水气转换反应。当二次反应很强烈时，一次反应挥发的物质，比如焦油，和高温蒸气产生重整反应，进而使得焦油含量和低温蒸气气化含量相比略少。此实验装
置运行采用的高温蒸气，是利用甲烷在燃烧室经过燃烧后，产生热量，对热蜂窝陶瓷进行加热，当低温低压蒸气流过时，进行热量交换，使得低温蒸气达到高温状态。

[2]。

 3高温水蒸气生物质催化气化技术的应用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我国农作物秸秆量在20~30亿t，若能利用生物质气化技术，实现资源化综合利用，将会获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结合生物质气化技术的应用，进行如下分析。

 3.1生物质气化炉原理

 生物质燃气是生物质在密闭缺氧条件下，利用热解法和热化学氧化还原法，产生的可燃性气体。生物质燃气的组分一般如下：1）一氧化含量为15.27%；2）氧含量为3.12%；3）氮含量为56.22%；4）甲烷含量1.57%；5）丙烷含量0.03%；6）丙烯含量0.05%。

 技术原理如下：植物秸秆的有机成分组成，以纤维素和半纤维素为主，质量分数约为50%。在缺氧的环境下，经过加热，能够使其产生热化学反应。反应过程实质是元素的原子，按照化学键成键原理，重组为可燃性气体分子，比如一氧化碳和甲烷等，从而实现能量转移。在生物质燃气生产中，使用的生物质气化炉，也被称作高效生物质制
气炉。

 3.2生物质燃气生产技术的发展

 利用热化学氧化还原法，将生物质制备成为合成气，主要技术路径：1）直接制备法。具体按照生物质—热解气化—合成液化流程，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生物质原料运输供应。2）复合制备法。将生物质经过热解后生成生物油，接着，对生物油进行气化处理制备合成气。按照生物质—热解气化—生物油—合成液体进行，需要构建生物质
液化工程[3]。

 4结束语

 结合当前有关于高温水蒸气生物质催化气化技术的相关研究，对此项技术进行了论述，并结合生物质燃气生产，分析了高温水蒸气生物质催化气化技术的具体应用。从技术应用层面，能够为集中供热和液体燃料供应等提供有力的支持，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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