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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质化学品》在介绍生物质化学品结构和基本性能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利用生物质如淀粉、糖
、纤维素、木质素、甲壳素和油脂作为原料，生产各种化学品如淀粉基精细化学品、糖基精细化学品
、纤维素基精细化学品、木质素精细化学品、生物质塑料、生物燃料、甲壳素衍生物和油脂基精细化
学品的合成原理、技术路线和主要技术参数。同时对所合成的精细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性能和应用性
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对这些化学品在工农业各个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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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作为人类主要化工原料和能源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资源，为人类的经济繁荣、社
会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化石资源不可再生，同时又会造成环境污染。鉴于
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迫使人们寻找新型的可再生资源。目前生物质资源被认为是替代化石资源的最佳
选择。　　1.1生物质概念及其组成　　（1）生物质概念生物质是指利用大气、水、土地等通过光合
作用而产生的各种有机体，即一切有生命的可以生长的有机物质统称为生物质。它包括植物、动物和
微’生物。　　广义上，生物质包括所有的植物、微生物以及以植物、微生物为食物的动物及其生产
的废弃物。有代表性的生物质如农作物、农作物废弃物、木材、木材废弃物和动物粪便。例如粮食、
秸秆、木材、动物粪便和食品加工下脚料等。　　狭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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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木质素或木素）、农产品加工业下脚料、农林废弃物及
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畜禽粪和废弃物等物质。　　各种生物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生物质对人类有着广泛而重要的用途：①用作食物；②用作工业原料；③用作能源；④改善环境、
调节气候、保持生态平衡。　　（2）生物质组成生物质的主要组成元素为C、H和O，而化石资源的
主要组成元素为C和H。通过光合作用，植物每年转化约9000亿吨的C02中的碳为碳水化合物，并存储
了3.1×1013J的太阳能。其存储的能量是目前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0倍左右。　　生物质分为以下三大类
：　　①木质纤维素。木质纤维素是指植物的根、茎、叶及果实的外壳，如农林副产物如玉米芯、甘
蔗渣、秸秆、树皮、木屑等，这类生物质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这三部分，全
球数量最大的三种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原料是稻草、麦秸秆和玉米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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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质化学品》可供化学、化工、材料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开发、应用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使
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世师生参考或作为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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