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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系列教材:新能源技术》以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新能源的技术与应用新进展为出发点，重点介
绍了太阳能、风能、水力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作为可再生能源的生
物质能的应用技术与前景，尤其是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的发展态势和生产技术，同时评价了氢能（含
燃料电池）、核能、新能源汽车和新型蓄能电池与蓄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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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工艺操作条件，生物质热解工艺又可分为慢速、快速和反应性热解三种。在慢
速热解工艺中又可以分为炭化和常规热解。 慢速热解（又称干馏工艺、传统热解）工艺具有几千年的
历史，是一种以生成木炭为目的的炭化过程，低温干馏的加热温度为500～580℃，中温干馏温度为660
～750℃，高温干馏的温度为900～1100℃。将木材放在窑内，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加热，可以得到占
原料质量30％～35％的木炭产量。 快速热解是将磨细的生物质原料放在快速热解装置中，严格控制加
热速率（一般大致为10～200℃／s）和反应温度（控制在500℃左右），生物质原料在缺氧的情况下，
被快速加热到较高温度，从而引发大分子的分解，产生了小分子气体和可凝性挥发分以及少量焦炭产
物。可凝性挥发分被快速冷却成可流动的液体，成为生物油或焦油，其比例一般可达原料质量的40％
～60％。 与慢速热解相比，快速热解的传热反应过程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强烈的热效应直接产生热
解产物，再迅速淬冷，通常在0.5s内急冷至350℃以下，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液态产物（油）。 常规热解
是将生物质原料放在常规的热解装置中，在低于600℃的中等温度及中等反应速率（0.1～1℃／s）条件
下，经过几个小时的热解，得到占原料质量的20％～25％的生物质炭及10％～20％的生物油。 （2）热
解影响因素 总的来讲，影响热解的主要因素包括化学和物理两大方面。化学因素包括一系列复杂的一
次反应和二次反应；物理因素主要是反应过程中的传热、传质以及原料的物理特性等。具体的操作条
件表现为：温度、物料特性、催化剂、滞留时间、压力和升温速率。 ①温度。在生物质热解过程中，
温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对热解产物分布、组分、产率和热解气热值都有很大的影响。生物
质热解最终产物中气、油、炭各占比例的多少，随反应温度的高低和加热速度的快慢有很大差异。一
般地说，低温、长期滞留的慢速热解主要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炭的产量，其质量产率和能量产率分别
达到30％和50％（质量分数）。 温度小于600℃的常规热解时，采用中等反应速率，生物油、不可凝
气体和炭的产率基本相等；闪速热解温度在500～650℃范围内，主要用来增加生物油的产量，生物油
产率可达80％（质量分数）；同样的闪速热解，若温度高于700℃，在非常高的反应速率和极短的气相
滞留期下，主要用于生产气体产物，其产率可达80％（质量分数）。当升温速率极快时，半纤维素和
纤维素几乎不生成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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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系列教材:新能源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本科院校举办的职业技术学院化工技术类专
业及相关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五年制高职、成人教育及相关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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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普及新能源知识的书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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