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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目前石油、煤、天然气等化石资源至今仍是燃料和化工利用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化石资源供应形
势的日渐严峻和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开发新的碳资源利用已成为紧迫课题。
生物质是由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固定于地球上的有机物，具有洁净、可再生、可储存和可运输
的特点，是唯一可直接转化为液体燃料和化学品的可再生资源。
采用化工技术将生物质转变为可供利用的液体燃料，有利于缓解我国液体燃料严重短缺的矛盾，对建
立我国多元化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生物质利用的另一途径是高效、低能耗地转
化为化学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降低目前普遍存在的化学产品对石油的依赖，为建立不
依赖于石油炼制的工业生产模式提供新的探索途径。
与石油基产品相比，生物基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还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解决目前日益变
暖的全球气候等环境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木质纤维素作为生物质的主体部分始终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我国从“六五”期间开始较有组织地开展木质纤维素现代化利用工作。
前期重点在于沼气利用，后期主要进行了木质纤维素气化技术的研究开发。
当前主要进行相关应用技术的产业化研究和木质纤维素液化技术的前期研究。
木质纤维素的能源研究已全面展开，而其化工研究才刚刚起步。
2006年Science预计美国到2015年将有25％的化学品来源于生物质，主要为乙醇（用作燃料）及乳酸（
用作生物塑料）。
2000年，美国“生物质研究与开发法案”计划提出：到2020年，美国来自生物质资源的电能与热能，
燃料油、化学品与材料将分别占总量的5％、10％和18％。
我国约有25万多种生物，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供给的多样性。
水稻提供谷壳和秸秆，其含有淀粉、木质素和纤维素。
树木可提供树干、根、枝、果实及分泌物，含有纤维素、单糖、多糖、松脂、单宁、生漆和植物油等
。
木质纤维素资源的开发层次分为两个平台——热化学和生物技术。
这两种方法将木质纤维素分解为小分子物质，并以此为原料再开发为原料油、化学品和材料。
热化学平台的开发，是将木质纤维素残渣进行热解，生成合成气，进而催化合成为化学品或燃料。
生物技术平台的开发，是以纤维素水解发酵转化为途径，主要以提高乙醇、丁醇或其他生物产品产率
为目的。
可将生化或热化学平台提供的中间产物，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化学品、燃料或材料等。
木质纤维素转化途径的多样性，决定了木质纤维素实用性能上的多样性。
利用木质纤维素生产清洁化工品，如合成气、甲醇、乙醇、二甲醚、汽柴油和精细化学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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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木质纤维素化工技术及应用》主要阐述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生产化学品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应
用。
介绍了木质纤维素的资源特点、气化合成、水解发酵、水相催化重整、化学改性及生物基精细化学品
合成等化工技术领域的十多种技术工艺；通过理论分析和应用实例相结合，运用较新的研究成果及技
术资料，论述各种木质纤维素衍生的甲醇、二甲醚、低碳烯烃、液体烃类、乙醇、丁醇、山梨醇、糠
醛、纤维素醚和改性树脂等十几种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反应机理、工艺流程、催化剂及示范工程
应用基础。
可为读者提供有益参考，促进木质纤维素的化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
　　《木质纤维素化工技术及应用》可供从事新能源、化学工程和生物工程的研究和技术人员阅读，
也可作为大学高年级学生的专业参考用书和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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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1.5 纤维素醚的应用纤维素醚具有许多重要的性质，包括：溶液增稠性，良好水溶性，悬浮或
乳胶稳定性，保护胶体作用，成膜性，保水性，黏合性能，无毒、无味和生物相容性，触变性等。
除此之外，纤维素醚还有很多独特的性能：热致凝胶性，表面活性，泡沫稳定性，触变性，离子活性
及添加凝胶作用。
由于具备这些特性，纤维素醚在石油开采、纺织、合成洗涤剂、采矿、造纸、食品、医药、化妆品、
涂料、建材、聚合反应以及航天航空等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
5.1.5.1 石油工业羧甲基羟丙基纤维素钠及羧甲基羟乙基纤维素钠是一种较好的钻井泥浆处理剂和配制
完井液的材料，造浆率高，抗盐、抗钙性能好，有很好的增黏能力、耐温性（160℃）。
适合用来配制淡水、海水和饱和食盐水钻井液，在氯化钙加重下可以配成各种密度（103～127g／cm
。
）的钻井液，而且使其具有一定的黏度和较低滤失量，其增黏能力和降滤失量能力都比羟乙基纤维素
好，是一种良好的增产石油的助剂。
羧甲基纤维素钠是在石油开采过程中广泛应用的纤维素衍生物，在钻井液、固井液、压裂液以及提高
石油开采量方面都有应用，特别在钻井液中用量较大，主要起降滤失和增黏作用。
羟乙基纤维素作为泥浆增稠稳定剂应用于钻井、完井、固井的处理过程中。
由于羟乙基纤维素与羧甲基纤维素钠、瓜耳胶等相比具有增稠效果好、悬砂强、容盐量高、耐热好、
和道阻力小、液体流失少、破胶块、残渣低等特点，已被广泛采用。
5.1.5.2 建筑工业建筑用筑砌和抹面砂浆掺合料羧甲基纤维素钠可作为缓凝剂、保水剂，增稠剂和黏结
剂，可作为石膏底层以及水泥底层的灰泥、砂浆和地面抹平材的分散剂、保水剂、增稠剂使用。
用羧甲基纤维素制成的一种加气混凝土砌块专用砌筑和抹面砂浆掺合料，能改善砂浆的和易性、保水
性、抗裂性，避免砌块墙体出现开裂和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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