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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源利用原材料收集的问题和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农作物产生的秸秆剩余量增大。而近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大
幅度提高，秸秆类燃料由于占地面积大，收集困难，燃烧时灰尘较大，已不再是农民首选的炊火原料。大量的秸秆在
春秋两季都被堆积在地里就地点燃处理。由于焚烧秸秆所引发的航空事故、交通事故、火灾事故比比皆是。各地政府
均下发了秸秆禁烧令，但是由于野外焚烧秸秆隐蔽性较强，各级政府人员配置等问题影响，近年来依然在春秋两季会
烽烟四起、烟雾缭绕的现象发生。

 2005年，山东单县投资建设了一个1*30MW高温高压生物质发电厂，掀开了中国生物质能源高效利用的帷幕。该机
组采用丹麦百安纳水冷振动炉排技术，采用生物质原料直接入炉燃烧方式。后期先后在山东、河北、河南、东北地区
先后又投资了20多个项目。在这期间，中国生物质发电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所有的生物质电厂投产运营后，
都遭遇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燃料问题，其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点：

 燃料收购掺杂使假严重；有某公司曾因燃料质量及价格问题停产整顿一个月，并将所有燃料收购管理人员就地免职
。由于生物质电厂原料收购模式基本都是中间商在农民地里机械作业收集秸秆，或到农林产品加工企业收购废弃料后
送到电厂。受高额利润驱使，供应商与电厂质检人员、收购管理人员勾结，以次充好，在燃料中浇水掺沙土。导致燃
料成本上升，锅炉燃烧不稳定，受热面磨损加剧，尾部受热面腐蚀增大，甚至导致布袋除尘器布袋破损，引风机叶轮
磨损加剧，最短三个月就需更换引风机叶轮，检修周期缩短。输灰系统超出设计出力，气力输灰系统堵塞、蓬灰、磨
损问题不断出现。灰渣排放量增加，灰渣处理费用直线上升，直接影响了电厂效益。这让尚处在商业化探索阶段，盈
利能力并不强的生物质发电项目雪上加霜。

 一、原材料采购成本提高；随着国家政策大力推进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生物质资源丰富的省市县均引进了生物质
利用企业，以提高地方循环经济、清洁能源利用率、提高就业率，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但是无序的核准、审批导致生
物质能源利用重叠，生物质原料价格一路飙升。目前生物质能源利用项目有造纸、生物化工、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
质直燃电厂、生物质热电厂、生物油、生物质制气、生物纤维燃料乙醇、生物质丁醇、木糖醇、发酵沼气、畜牧业、
食用菌等。其中附加值高的很多，进而导致生物质原材料居高不下，使得各生物质利用企业原材料的采购成本陡增。
而生物质电厂本身由于造价高、设备复杂、用工量大而导致财务成本、生产成本、人工成本升高，在原材料采购的环
节上的竞争力就相对较弱。好在是生物质直燃锅炉设备适应性强，嗓子眼粗，啥都能吃。灰分大、水分大、价格相对
便宜的燃料基本都进入到生物质直燃电厂发电去了。

 二、收集困难；目前中国农业基本都是分田到户，没有大农场的经营模式。收获模式基本都是机械作业、半人工作
业等模式，并且国家前几年有鼓励秸秆还田的政策，机械收获的同时基本都是将秸秆打碎还田，小块地人工收获，秸
秆机械收集、人工收集等方式成本都很高。由于秸秆收购价格较低，好多农民宁可将地里的秸秆直接点燃焚烧，也不
去受累收集。目前生物质利用企业基本都是选在林业产品加工集聚区。林业剩余物树皮、树根、树枝、锯末等，较容
易收集的花生壳、稻壳、玉米芯等生物质物料能够形成规模的，运输费用相对较低，是生物质利用企业首选原料。但
是此类生物质物料相对较少，大部分秸秆类生物质物料尚未得到综合利用。

 三、生物质原料运输费用较高；生物质物料自身密度低，自然形态较松散，收集后堆积密度不大于0.1-0.2t/m3,堆放
存储面积较大，从而造成收集、存储、装卸、运输费用升高。根据经验来看，一般秸秆类生物质燃料收集半径不易超
过150公里。

 四、综合合以上四点，通过各企业针对各类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综合起来有四个方面：

 从源头抓起，派专人到原材料基地监督装运，全程录制影像，避免中间商在中间环节掺杂使假。

 1、制定质检流程及标准，增加检验环节，避免质检人员腐败现象发生。

 2、派可靠的人抓质量，此方法“一夫当关，万腐没入”。（仅适宜个人企业，自家人控制入厂原料质量。）

 3、与周边生物质利用企业搞好联盟，提高企业质检标准，减少竞争，避免供应商转空子，降低收购价格。从而控
制原材料价格。

 4、做好反腐工作，定期针对质检、收购环节重要人员换岗、调岗、对调等方式，降低人员被腐蚀的几率。通过宣
传、暗访、举报、互查互究等方式提高防腐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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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提前做好市场调研，组织人员测算好当地生物质物料收集成本，制定收购价格时以成本加合理利润为指导价。

 6、牵头农业机械厂家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采用专业农业机械和秸秆收获机械联合作业，实行高水平的机械化作
业。降低秸秆收集成本。

 7、以上几点是各类企业根据情况不同，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根据目前生物质物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看，
尤其应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且生物质能源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一蹴而就。在解决秸秆收集这个关键的瓶
颈问题，不能单靠经济为导向，应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农民收集秸秆再利用，每亩地的政策补贴与上缴秸秆数量
挂钩，提高农民积极性。从而避免了秸秆焚烧、丢弃等污染环境的问题发生。

 结语：

 生物质能源利用要形成规模化、工业化，就必须在原材料供应上保障，满足其持续平衡、规模化、标准化特点。生
物质原料收集就必须规模化、专业化、机械化，采用合适收集技术，建立合理、高效、低成本的收集储运体系。观念
上不能以经济价值衡量，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要着眼于减少污染、社会效益。政府政策支持和相关技术进步具有重
要意义，在这一工作上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推动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工作更快更好的发展。(李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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