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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所需能量的绝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来自生物质能，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也是由古
代埋在地下的生物质（动植物），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
生物质能主要来源于太阳能，各种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可以把太阳能转变成化学能，从而在植物体内
贮存下来。
这种形式的能源，即属于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是可再生的能源。
利用现代技术，可以将生物质快速转化为液体、气体燃料，如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也可通过压缩
成型，作为清洁、便于运输的固体燃料。
发展生物质能，可以缓解能源危机，减少因燃料的使用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现代化生活
、生产给环境造成的压力。
生物质能的原料主要来源于农林业。
相对于农业而言，林业在发展生物质能方面更具有优势，且不“与粮争地，与口争粮”。
发展生物质能源树种，对转变林业职能，缓解能源危机，促进林农增收，维护生态平衡等，都具有重
要意义，国家林业局在《林业科学和技术“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将“林业生物质能源培育与开发
利用”列为重点推广的十大类技术之一。
　　本书从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分类着手，深入探讨了生物质能源树种的调查技术、良种选育、良种繁
育技术和栽培技术，生物质能源树种评价、区划，以及生物质能源树种的培育与开发利用等。
本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介绍了生物质能和林业生物质能的概念、分类，并分析了林业生物质能的发展前景；第二章介
绍了生物质能源树种的概念和分类，并重点介绍了福建省较有发展前景的几种油料能源树种和木质能
源树种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资源分布情况，开发利用价值等；第三章系统介绍生物质能源树种调
查技术，其中包括油料能源树种调查技术和木质能源树种调查技术；第四章以福建省5个主要生物质
能源树种为例，介绍了生物质能源树种的发展潜力、树种区划技术，并划分发展区域；第五章以乌桕
的种质资源收集、基因库营建为例，介绍了生物质能源树种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以及种源选择技术
；第六章介绍了生物质能源树种良种选育技术，包括优良单株选择及遗传测定技术、遗传测定林营建
技术，以及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等育种手段；第七章讲述能源树种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的目的、意义和
技术措施，重点介绍了采穗圃、种子园营建的技术措施；第八章介绍了几个主要的油料能源树种的种
实采收技术、播种育苗技术、无性繁殖技术，以及苗期管理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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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林业生物质能源的分类着手，深入探讨了生物质能源树种的调查技术、良种选育、良种繁育技
术和栽培技术，生物质能源树种评价、区划，以及生物质能源树种的培育与开发利用等。
     本书总结了笔者5年多的生物质能源树种研究成果，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对生物质能源
树种的资源调查、良种选育、良种基地建设，以及生物质能源树种培育与开发利用等工作的开展，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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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生物质能的特点　　可再生性生物质属可再生资源。
植物、微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形成生物质，将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固定下来。
随着植物体的生长或微生物的作用，生物质增加，其所蕴含、积累的能量也增多。
因此，生物质能具有可再生性，与风能、水流电、太阳能等同属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永续利用
。
　　低污染性生物质的硫、氮含量低，燃烧过程中生成的硫、氮化合物较少；生物质作为燃料时，由
于它在生长时需要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它排放的二氧化碳的量，因而对大气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近似于
零，可有效地减轻温室效应。
　　广泛分布性地球上，陆地、海洋都分布着大量的生物质，生物质能分布广泛。
　　资源丰富性生物质能是世界第四大能源，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根据生物学家估算，地球陆地每年生产1000亿～1250亿吨生物质，海洋每年生产500亿吨生物质。
生物质能源的年生产量远远超过全世界能源年总需求量，相当于目前世界每年总能耗的10倍。
我国可开发为能源的生物质资源到2010年可达3亿吨。
随着农林业的发展，特别是炭薪林、油料能源林的推广，生物质资源还将越来越多。
　　三、生物质能的分类　　有机物中除矿物燃料以外，所有来源于动植物的能源物质均属于生物质
能，通常包括木材、森林废弃物、农业废弃物、水生植物、油料植物、城市和工业有机废弃物、动物
粪便等。
依据来源的不同，可以将适于能源利用的生物质分为林业资源、农业资源、生活污水和工业有机废水
、城市固体废物和畜禽粪便等五大类。
　　林业资源林业生物质能是指森林生长和林业生产过程提供的生物质，包括油料能源林、薪炭林；
在森林抚育和间伐作业中的零散木材、残留的树枝、树叶和木屑等；木材采运和加工过程中的枝丫、
锯末、木屑、梢头、板皮和截头等；林业副产品的废弃物，如果壳和果核等。
现在和将来每年在生产中也将产生相同程度的废料量。
世界上的木质废弃物的产生、可再生资源化的状况不是很清楚。
但是，与《气候变化框架组织条约》相关联的，针对由于木材的经久耐用造成的碳元素储量变化，有
的缔约国已经采取行动公布其数据，从而有可能逐渐了解相应木质废料现状。
为了减轻地球变暖，制止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提出了促进对木材等生
物质能源的利用达到总资源的309／6的倡议。
在欧美，用木质类生物质进行发电和热能利用等也得到了大力推进。
近年来，薪炭林、油料能源林也得到了较大发展，许多能源树种，特别是油料能源树种，如麻风树，
已被较大规模推广。
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发掘适宜当地发展的能源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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