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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林生物质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具有绿色低碳、清洁环保、就近收集、就近消纳、分布式利用、可再生
等特点。安岳县是农业大县，农林生物质资源丰富，但其仅有少部分被用于沼气、食用菌生产和企业加工，其余大部
分被堆积在路边田间，产业化程度低。分析安岳县农林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安岳县生物质能
开发利用建议：加强创新，降低成本；政策引导扶持；建立分级收、储、运体系；引进生物质能源企业；提高认识，
建设能源基地。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1]

，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资源和基础产业，是驱动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当前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束
缚已日益凸显，长期依赖化石能源的发展模式，不仅引发了能源安全问题，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比如雾霾天气频
发等。过度使用煤、秸秆焚烧等是造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之一。要破解我国资源与环境两大制约性因素，只能通过
现有机制、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2]

。“煤改生物质”是继“煤改天然气”之后，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的又一条道路。农林生物质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
具有绿色低碳、清洁环保、就近收集、就近消纳、分布式利用、可再生等特点[3]。

 安岳县是人口大县，也是农业大县，其农林生物质资源丰富，但利用率低。为促进安岳县农林生物质能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笔者分析了安岳县农林生物质能源利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

 1概况

 安岳县位于四川省东部，地处成渝两地的几何中心。安岳县东邻重庆市潼南区、大足区，西接乐至县、资中县，南
连内江市、重庆市荣昌区，北靠遂宁市，现隶属资阳市。安岳县地理坐标为北纬29°40′32″至30°18′53″，东经1
04°56′51″至105°45′14″。安岳县地貌类型以丘陵为主，丘坡多数为梯田、梯地，丘间沟谷发达，稻田集中分布
。属中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冬暖春早，雨热同季，雨水充足，但时空、地域分布不均，有冬干、春
旱、夏旱连伏旱、秋雨多等特点。土壤以紫色土和水稻土为主。自然条件适宜农业、林业生产。

 安岳县位于成渝经济区腹心，国道319、国道247及内遂高速公路、成安渝高速公路和规划建设的资安潼广高速公路
等交通要道穿境而过，各级公路长度达6000km，已经实现村村通，交通网络发达，交通便利，能满足农林生物质收
集需要。

 2安岳县农林生物质能利用现状

 2.1农业生物质资源

 由表1可见，安岳县2017年耕地面积76680.7hm2，生物质资源主要包括水稻、玉米、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的秸秆及
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秸秆资源按草谷比计算其蕴藏量达到了413288.5t，其中小麦、水稻、玉米、油菜秸秆蕴藏量分别
为2459.3t、159457.1t、102401.1t、148971t。此外，农产品加工剩余物（玉米芯和稻壳）达到67535.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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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林业生物质资源

 安岳县森林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川中方山丘陵植被小区。主要植物群落为针叶林、阔叶林、竹林、灌丛
、稀树草丛等。据2016年完成的森林资源规划调查结果，安岳县森林面积82408.97hm2，林业生物质资源主要包括林
木采伐剩余物、森林抚育剩余物、柠檬修剪剩余物、桑树修枝、其他经济林修剪物、果品套袋、果品加工剩余物、果
柄等，其总量达到73615.3t。

 2.3农林生物质能利用现状

 通过对安岳县28个乡镇59个村225户农户、48家木质加工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安岳县的农林生物质资源包括农作
物秸秆，柠檬、桑树等经济果木的修剪剩余物，林业加工剩余物等，其利用主要集中在农村。近年来由于农村天然气
的普及，农户对其利用越来越少，除少部分用于烧柴、饲料和食用菌的生产外，大部分被堆放于田间地角或者作为肥
料还田，利用率低。

 3农林生物质能利用存在的问题

 3.1原料收集供应成本高

 生物质资源主要来自农业剩余物，生物质原料密度小，体积大，分布分散，运输困难，加上农业生产又是以一家一
户为主的生产方式，导致生物质能原料收集成本过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户对生物质能收集的积极性，原料收购没
有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收储模式，造成经济效益低。

 3.2产业发展缺乏相关政策支持

 虽然国家对秸秆综合利用发电有补贴政策，四川省也有关于用地政策的支持，但地方政府在生物燃料收、储、运等
关键环节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在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中，收集是关键。根据实地调查和走访相关企业，将分散于田间
地角的资源收集起来，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但由于农林生物质能利用企业在“收、储、运”环节上能承受的成本
约为340元/t，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将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生物质能的利用。

 3.3农民思想认识不足

 安岳县农林生物质能利用主要还是停留在薪炭柴、秸秆还田等方面，未大规模开发利用，管理粗放，生产潜力没有
得到挖掘。农民对发展生物质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认识不足，与生物质能的发展不相适应。目前安岳县各地的
生物质能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缺少服务网点、服务设施和服务人员。

 3.4缺少生物质能利用企业

 截至目前，安岳县仅有一家林业剩余物加工企业，年生产规模仅为0.2万吨，且由于其环保指标不达标，已经停产
。目前，安岳县缺乏生物质能加工企业。民间有少数私人业主主观上愿意进行生物能源加工生产尝试，但担心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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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原料收集供应得不到保证。没有加工企业的收购和生产，农户的积极性难以提高，而没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加工
企业也难以得到发展。

 3.5缺乏能源林基地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林业天保工程实施，农林剩余物将逐渐减少。目前，安岳县内的生物质能以农业和林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为主，缺乏大规模的油料能源基地。建设规模能源基地是提高生物质能利用率和经济效益的主要
途径。

 4安岳县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建议

 4.1加强创新，降低成本

 高效利用生物质资源，应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4]。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内容：1
）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机收率，减少收集的人工成本，降低收集综合成本，提高生物质能利用率；与政府签订合作框
架协议，合理布局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减少区域内部竞争。2）在管理制度上也要加强创新，安岳县是柠檬种
植大县，柠檬修剪剩余物、果柄、果袋等废弃物量非常大，在柠檬行业的修剪管理上应结合环保要求，将所有修剪枝
条集中堆放，不能散落于田间地角，便于收集，以降低收集成本。

 4.2政策引导扶持

 生物质资源有效利用是将农林废弃物变废为宝，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能源利用、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
展的必然趋势[5]

，应该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部门可以在秸秆禁烧、普及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加大宣传，从政策上引导、扶
持农民从事生物质原料收集工作，对生物质收购价格提出保护性意见，进而改进农业种植结构和农民作业习惯，以适
应生物质燃烧回收的需要，保障生物质资源的供应量。

 4.3建立分级收、储、运体系

 根据安岳县资源分布和交通状况，采取分布式多点布局设置，在文化镇、李家镇、岳阳镇、龙台镇、周礼镇、石羊
镇、镇子镇等原中心场镇建立二级收储加工点，考虑到运输成本，其收集辐射半径在5km以内为宜，厂区面积应不低
于0.4hm2，可充分利用荒地或空闲地建设厂区。此外，在无收储加工点的乡村，发展收集代理人或自由人，由他们进
行短距离收集和运输。

 4.4引进生物质能源企业

 安岳县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在该县工业园区开展热电联产项目建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生物质能“十三五”规划等法规政策，也符合工业园区自身发展的需要。目前，四川能
投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已有意向在安岳县建设30MW规模的热电联产项目，安岳县应抓住机遇，积极促成该生物质能企
业在安岳县建设投产，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减轻环境保护压力。

 4.5提高认识，建设能源基地

 随着安岳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环保压力的增大，相关部门已认识到发展农林生物质能的重要性。加大能源林在林业
建设中的比
重，大力发展能源林是
壮大林业产业经济、增强林业自身活力、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6]

。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生物质能发展，提高对开发利用生物质能重要性的认识，编制林业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实施方案
。此外，还应借助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发展能源林的重要性，为能源林规模化建设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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