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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农作物的生产过程中，主要产生的生物质资源就是秸秆，为了能够实现资源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目标，
将秸秆转换成为更加具有价值的第二代生物质燃料化学品是一种主要的方式，其能够有效地实现资源再生、资源循环
利用的发展战略，这也是未来资源循环利用的主要方式。对此，文章重点阐述了国内外将秸秆生物质转化成为燃料化
学品的主要工艺技术，使其能够更好的被工业化发展所应用，实现带动农业发展的转型，有效地缓解全球能源危及所
带来的压力的同时，也能够解决环境污染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于秸秆来说，其不仅是粮食作业生产中的副产物，而且也是经济作物中主要的副产物，秸秆的主要组成成分为26
.1%～43.8%的半纤维素、29.1%～42.5%的纤维素以及15.4%～32.7%的木质素。对于我国而言，我国现有的秸秆生物质
资源量非常丰富，在相关部门的统计下，我国每年秸秆资源的总量高达7.2亿t，在这其中，大约有6.04亿t可以被作用
再生能源使用。除此之外，农作物产品在经过加工与处理后，剩余的花生壳、玉米芯以及稻壳等物质，每年的产量也
高达1.3亿t，其也可以被作为能源投入到工业发展中使用。对于生物质来说，其属于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中，价值
非常明显的一种绿色可再生能源，其已经继风电、水电以及太阳能后，成为一个新的专题，被列入到我国再生能源的
研究序列中。

 1生物质

 对于生物质来说，其作为未来发展中，能够替代化石能源的一种可再生类型资源，可以按照不同的类型，提供不同
形式的可再生类能源，在这其中主要包括燃料、热能、电能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化学物质，在这其中，电能与热能可以
通过太阳能、风能的方式获得，而利用生物质来产生燃料化学品则成为了目前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且也是一个极
具挑战力和吸引力的课题。

 在生物质能的实际利用方式中，秸秆生物质可以进行直接燃烧，这也是一种最为简单化的生物质能利用方法，但是
，如果采用传统的燃烧方法，不仅燃烧效率比较低，容易导致能源浪费[1]，甚至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所以，应该
合理的采用生化法、热化学法、物理化学法以及化学法等多种技术，将秸秆生物质燃烧转化成为更加具有价值的再生
能源，以此来提高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

 2秸秆生物质转化为燃料化学品的工艺技术

 2.1生物质的快速热裂解工艺技术

 就生物质的快速热裂解工艺技术而言，其已经具有上百年的研究历史，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则是对芳
香族生物高聚物内在的结构进行阐述，另一方面则是对单酚类化合物的形成路径进行研究。在早些年间，就已经实现
了利用快速热裂解工艺技术将生物质转化成为液体燃料，而后也从实验室研究逐渐推广到实际的工业生产中。

 利用快速热裂解工艺技术对生物质进行加工处理时，需要在无菌的条件下，对生物质进行热降解，可以将木质素、
纤维素以及半纤维素作为降解介质，而后完成裂解，通过对比研究发现，采用木质素进行热解，其对温度的要求比较
广泛，实际的热解效果也比较好。

 通过快速热裂解工艺对生物质进行转化后，可以得到生物油，该物质属于一种颜色为棕色的、自由流动的液体燃料
，其主要构成成分为苯甲醛、苯酚、二甲氧基苯酚、愈创木酚以及丁子香酚等。快速热裂解工艺技术的主要应用对象
就是含有木质素的生物质，在标准化的热裂解温度范围内，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合应用分析方法，能够准确地监测
出高达50余种的降解产物，在这其中，温度在600℃以下的降解后获取的酚类化合物种类比较多[2]，实际产出率可以
达到17%。

 使用快速裂解工艺对木材进行加处理后，所获得的生物油产品，其含碳量比较低，且含水量、含氧量以及酸度值比
较高，这样一来就会对生物油的热量值、催化过程、稳定性以及抗腐化性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只有在提质后，才
可以将其转化为能够用于工业生产的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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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取生物油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提取，在这其中，比较常用的就是催化裂解脱氧工艺、加氢提质脱氧工艺
两种。催化裂解脱氧工艺主要就是
根据催化裂解反应，使氧原子可以按照CO、H2O以及CO2

的方式完成脱除[3]，与此同时，也可以将长型的碳链转化成为短型的碳链，实际的产物中，包含比较多的不饱和烃
类。对于，加氢提质脱氧工艺来说，主要以加氢饱和反应与加氢脱氧反应为主，一般情况下会出现裂解反应，而后得
到比较长型碳链的饱和烃类产物。

 经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使用木质素进行热解后得到的生物油产率比较低，而且也会产生很多生物质焦，但是
，在经过提质后，也可以降低其内部化学元素的实际含氧量，从而就可以获取更加高的能量密度。

 2.2生物质的热解气化工艺技术

 对于生物质的热解气化工艺技术来说，其属于一种热化学的反应技术，利用该技术，可以将原本低品位的固体生物
进行处理，使其能够转化成为更加高品位的可燃气。使用热解气化工艺对秸秆生物质进行转化，获取到的可燃气，能
够直接用作于锅炉燃料，进而替代煤炭提供热能，在经过净化处理后，可以用作燃气，为用户提供集中供热，或者也
可以用于燃气内燃和驱动燃气的发电机中。

 在传统形式的秸秆生物质热解气工艺的处理过程中，主要就是在恰当的气化温度条件下，将秸秆生物质转化成为含
有CO、H2以及低分子烃类的可燃类气体[4]，在这过程中，对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混合气体进行处理属于该工艺技术
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采用常规的水洗技术进行处理，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效率，甚至还会产生具有焦油结构的
污水，所以说，在使用热解气化工艺技术时，应该做好污水处理和裂解焦油两方面的处理。

 为了能够有效地避免与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研究出了超临界水气化工艺技术，该技术通过自身具有的超强溶解例
，能够溶解秸秆生物质中存在的有机物，进而形成低粘度、高密度的液体，而后再经过高温高压处理，对其进行气化
处理，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氢气含量丰富的混合气体，相比于传统的热解气化工艺，超临界水气化工艺具有非常独特
的优势，其能够直接将含水量比较高的生物质进行气化转化，节省了干燥过程，而且也不会形成二次污染。

 2.3生物质的水热处理工艺技术

 采用水热处理工艺技术对秸秆生物质进行处理时，主要指的就是在密封的环境下或者是压力容器中，将水资源作为
溶解剂，使生物质可以在中温、第压力的情况下完成脱水、水解以及缩合等化学反应，经过相关试验结果表明，通过
水热处理工艺技术可以对木质纤维素结构进行水解与破坏[5]，在其形成的产物中，除了生物原油以外，其他产物都
可以通过增值回收的方法得到蛋白质、氨基酸以及单糖类等物质，这样一来就能够实现资源的统一化回收。相比于其
他工艺，该工艺能够节省烘干处理等成本比较高的工艺步骤，降低成本，同时也可以对获得的产物进行多样化的利用
。

 热水处理工艺技术主要分为两种，分别为无催化水热处理工艺技术以及催化水热处理工艺技术，对于前者来说，其
能够直接对生物质在中温低压的环境下进行降解，操作比较简便，而且还具有产物丰富、反应时间短等优点。后者，
属于近些年新兴起的一种生物质燃料平台，在添加相应的催化剂后，可以获取更加高质量的生物柴油等产物。

 3结语

 综上所述，采用多种先进的工艺对秸秆生物质进行处理，将其转化成为燃料化学品，不仅能够缓解能源不足方面的
压力，而且还具有更高的生物可用性以及成本低廉等优点。所以，在节能减排的发展策略下，应深入地研究生物质转
化燃料化学品工艺技术，从而实现资源再生与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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