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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

内容概要

《能源与环境》在结构上分为能源和环境的关系、能源的环境影响和污染防治、节能减排和废弃物能
源资源化利用几个层次编写。全书内容分为9章：绪论，能源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治理途径及原理
，硫氧化物控制，氮氧化物的治理，二哑英的治理，烟尘的污染及防治，工业节能与环境，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环境。每章后都附有复习思考题。
《能源与环境》为能源动力类专业本科32～64学时环境保护类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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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

章节摘录

　　由于可燃冰在常温常压下不稳定，因此开采可燃冰的方法设想有：热解法、降压法和二氧化碳置
换法。　　1960年，前苏联在西伯利亚发现了可燃冰，并于1969年投入开发；美国于1969年开始实施
可燃冰调查，1998年把可燃冰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能源列入国家级长远计划；日本是在1992年开始关
注可燃冰，完成周边海域的可燃冰调查与评价。最先挖出可燃冰的是德国。从2000年开始，可燃冰的
研究与勘探进入高峰期，世界上至少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其中以美国的计划最为完善，印
度和日本的开发工作也走在了前列。全球只有美国、日本、印度及中国四个国家具有开采能力。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海洋大国，能源十分短缺。我国的油气资源供需缺口很大，从1993年开
始转变为净进口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增大，能源安全问题严峻，因此急需开发新能源以满足经济的高
速发展。海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丰富，其上游的勘探开采技术可借鉴常规油气，下游的天然气运输、
使用等技术都很成熟。因此，加强天然气水合物调查评价是贯彻实施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重要措施，也是开发我国21世纪新能源、改善能源结构、增强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保证
经济安全的重要途径。　　中国对海底可燃冰的研究与勘查已取得一定成果，在南海西沙海槽等海区
已相继发现存在可燃冰的地球物理标志BSR，这表明中国海域也分布有可燃冰资源，值得开展进一步
的研究。同时，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已建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燃冰实验室并成功点燃可燃冰。2005
年4月14日，中国在北京举行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我国首次发现的天然气水合物碳酸盐岩标本仪式；宣
布中国首次发现世界上规模最大被作为“可燃冰”即天然气水合物存在重要证据的“冷泉”碳酸盐岩
分布区，其面积约为430平方千米。按照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安排，2006～2020年是调查阶段
，2020-2030年是开发试生产阶段，2030～2050年，我国可燃冰将进入商业生产阶段。　　可燃冰的开
采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会改变它赖以赋存的温度、压力条件，引起天然气水合物的分解。因此，在
可燃冰的开采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实现对温度和压力条件的控制，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如
温室效应的加剧、海洋生态的变化以及海底滑塌等。天然气水合物在给人类带来新的能源前景的同时
，对人类生存环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天然气水合物中的甲烷，其温室效应为CO：的20倍。温室效
应造成的异常气候和海面上升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全球海底可燃冰中的甲烷总量约为地球大气中甲
烷总量的3000倍，若不慎让海底可燃冰中的甲烷气逃逸到大气中去，将产生无法想象的后果。而且固
结在海底沉积物中的水合物，一旦条件发生变化使甲烷气从水合物中释出，还会改变沉积物的物理性
质，极大地降低海底沉积物的工程力学特性，使海底软化，出现大规模的海底滑坡，毁坏海底工程设
施，如海底输电或通讯电缆和海洋石油钻井平台等。天然可燃冰呈固态，不会像石油开采那样自喷流
出。如果把它从海底一块块搬出，在从海底到海面的运送过程中，甲烷就会挥发殆尽，同时还会对大
气造成巨大危害。为了获取这种清洁能源，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天然可燃冰的开采方法。科学家
们认为，一旦开采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可燃冰立刻会成为21世纪的主要能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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