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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闻 

沈阳分院召开2008年院地合作

委员会工作会议 

中科院东北振兴科技行动计划

项目顺利通过阶段检查 

路甬祥会见辽宁省委书记张文

岳 

沈阳市委书记曾维视察沈阳芯

源公司和沈阳新松公司 

 

      科教新闻

投资生物能源获取绿色利润（辽宁科技信息网）

发布时间：2007-7-2

 

    身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曾宣称：下一个超过他成为世界首富的人，必定出自生物技术领域，盖茨已通过自己旗

下的投资公司购买了Pacific  Ethanol公司8400万美元的优先股，该公司是以玉米生产乙醇的企业。  

    废料废油  =  绿色能源 

    一边是高清洁柴油，一边是花生油下脚料和餐饮业地沟油；前者是因紧缺而不断涨价的优质能源，后者则是需要投

入资金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垃圾。在山东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的努力下，二者已经划上了等号——用花生油下脚料和餐饮

业地沟油生产生物柴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之一，填补了国内空白。  

    该所课题组成员杨庆利博士说：利用该项技术，1吨花生油下脚料可转化成近1吨生物柴油，1吨餐饮业产生的地沟

油可转化0.9吨生物柴油。生物柴油作为生物质能源之一，是一种绿色、清洁、可再生的能源，对发展循环经济，缓解

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危机有着重要作用。与传统柴油相比，利用花生油下脚料转化的生物柴油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硫和

苯，燃烧排放的烟灰减少了50%，而成本则降低了30%。   

     2005年10月，试验所生产的生物柴油，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认定其十几项主要指标均优于我国O#柴油，已经达

到法国和德国生物柴油标准。目前，山东省每年产生花生油下脚料6万吨，餐饮业地沟油20万吨，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而且严重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如果通过该项技术仅把这两项废弃油脂转化成绿色环保的生物柴油，每年产

量就可达24万吨，直接创造的经济价值和治理废弃油脂带来的污染所需费用两者加起来就是上亿元。   

    生物柴油作为生物质能源之一，开发前景非常广阔，对解决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有重要

意义。以往生产生物柴油主要以动物油脂和菜籽为原料，生产成本较高。山东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历时1年多，终于在

2005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经研究实验，确定了利用花生油下脚料和餐饮业废油在催化作用下与甲醇反应制备生物柴油的

化学法和脂肪酶催化法工艺条件。     

    日前，山东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从大米草和碱蓬中提取生物柴油的技术同时获得成

功，这些研究扩大了生物柴油生产的原料来源，在国内尚属首例，使得产业化开发前景更为广阔。 

    亟待唤醒的绿色能源   

    传统的加工工业是以化石资源为原料和能源进行的，面对化石资源日益枯竭的窘境，世界正孕育着一场用生物可再

生资源代替化石资源的资源战略大转移。一个全球性的产业革命正在朝着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这是可持续

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前正在开发的燃料乙醇、多聚乳酸、多聚氨基酸、多羟基烷酸以及各种功能寡糖等可视为这

个碳水化合物经济时代来临的前奏。到2020年，预计将有50%的有机化学品和材料产自生物原料。   

    生物能源与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重大课题。生物能源是以生物质（主要是指薪

柴、农林作物、农作物残渣、动物粪便及生活垃圾）为载体的能量。它的主要形式有沼气发电、生物制氢、生物柴油和

燃料乙醇等。生物能源在增加能源供给、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还有助于解决农村就业和农民增收问题，有助于保护土

壤，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非常丰富，每年可产生7亿多吨秸秆以及大量的禽畜

粪、森林加工剩余物等。此外，我国还有约20亿亩荒山荒地可用于发展能源农业和能源林业。目前我国的产能微生物研

究、生物转化研究、过程与设备研究等已趋成熟，石油替代产品的开发技术也具备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条件。     

    据专家测算，如果我国每年能利用全国50%的作物秸秆、40%的畜禽粪便、30%的林业废弃物，以及开发5%的边际土

地种植能源作物，并建设约1000个生物质转化工厂，那么其产出的能源就相当于年产5000万吨石油，约为一个大庆油田

的年产量。而我国农民也可因此新增收入400亿元和一千多万个就业岗位。     

    专家分析，生物质能利用，特别是替代石油的能源、材料产业，前端是农业，中间是发酵等生物转化，后端依然是

现有的大化工。因此，我国大规模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并不会对传统化工工业产生冲击。同时，我国能源、材料需求增

长过快、消费量较大，传统石油加工业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产品供应保障能力薄弱。因此，传统石化领域对生物能

源、生物材料普遍看好，中石油公司等国家垄断性石化公司也在力推生物质能利用。     

    在油价高涨且回落无望的2005年，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于一身的石元春，亲

自撰写文章，呼吁普及生物质产业，他说：为农业开辟第三战场和种出个“绿色大庆”，似乎匪夷所思和过于大胆，但

又是那么现实、可行，离我们那么近。 

当前，在石油价格猛涨、能源频频告急的时候，发展生物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也是现实的迫切需

求。   

    在能源结构的历史转型中，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我国原料丰富，而且还有自行培养的甜



高粱等优良能源植物；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塑料等主产品工业转化技术基本成熟且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成本降幅一

般在25%到45%，与石油基产品相比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目前在新疆、山东、四川等地已开始取得进展。     

    不仅是中国，当前，许多国家均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各国政府极为关

注的世界性重大战略问题。为此，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开发研究计划，比如日本的阳光计划、印度的绿色能源工

程、美国的能源农场、巴西的酒精能源计划，直至近期美国的联邦生物能源与生物质材料战略框架等。     

    生物能源是从太阳能转化而来的，只要太阳不灭，生物能源就取之不尽。其转化的过程是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生物质，生物能的使用过程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形成一个物质的循环，理论上二氧化碳的净排放

为零。     

    生物能源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开发和使用生物能源，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因此，利

用高新技术手段开发生物能源，已成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许多跨国公司新的利润来源——丰

田公司用白薯淀粉基塑料制成了汽车配件；富士通公司用玉米淀粉基塑料替代了计算机的塑料外壳；杜邦公司用玉米生

产1，3-丙二醇（POD）的成本比化学法降低了25%。卡杰尔—道氏公司用玉米淀粉发酵生产了聚乳酸（PLA）和其他多种

聚合物塑料后，美国生物工程技术协会宣称，他们已开始看到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的PLA生物材料在制造业的所有部门中

得到应用，这可能会彻底改造旧经济。 

    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估计，21世纪的前50年，生物质将提供世界化学品和燃料的30%，世界市场份额达到1500亿

美元；英美等国的国际石油公司也都开始了对生物质能源产品的投资。化工巨人巴斯福公司2003年宣布，将以可再生的

生物质资源作为化学品生产的主要原料；杜邦公司剥离石油资产，购买了生物技术公司和组织农业综合企业，将2010年

销售额的25%定位于生物质产品；美国的森林工业已开始与电力、石油、化工公司合作，利用林木废弃物生产能源及化

工产品。 

    已有企业尝到甜头   

    我国精细化工行业的排头兵——丰原集团，不仅用玉米生产出了燃料乙醇，而且生产出了有“石化之母”之称的乙

烯及环氧乙烷等衍生品，并获得了巨大利润。它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现代生物科技的巨大魅力。   

    丰原集团在安徽宿州的这条生产线年产环氧乙烷2万吨，是我国唯一的以玉米为原料的乙烯类产品生产厂。2005

年，持续上涨的高油价以及巨大的市场需求给丰原集团创造了可观的“绿色利润”——环氧乙烷每吨利润高达6000元，

利润率高达40%。   

    丰原集团副总经理薛东风分析，只要国际石油价格不低于35美元/桶，玉米价格不高于1400元/吨，用玉米生产乙

烯、环氧乙烷，就有利可图。丰原宿州生化的2万吨装置全部运行后，每年可消耗玉米10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亿元，新

增税后利润5000万元。在正常生产年份，生产能力达到42.5%时，即可实现盈亏平衡。     

    通过生物技术将淀粉质原料转化为生物材料，同样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丰原与比利时合资生产的3万吨L——乳

酸，用于生产聚乳酸生物可降解塑料、聚乳酸聚酯，可替代石油化工生产的聚乙烯、聚丙烯等塑料和石油化工生产的

PET、PBT等化纤聚酯。     

    目前，各种聚乙烯基塑料的消费量约1800万吨/年，其中不可降解的农地膜消费量约150万吨/年，使用生物可降解

塑料，消除白色污染，符合环保要求。此外，利用生物质转化聚乳酸聚酯，制成布料，替代石化生产的化纤聚酯PET、

PBT，发展环保型的纺织纤维。利用生物质生产的有机酸及其酯类化合物可部分替代石油化工产品，添加到聚乙烯、聚

丙稀塑料里作为增塑剂，添加到油漆涂料里作为无毒溶剂，减少环境污染，节约石油资源，同时促进农业发展，对中国

社会的未来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 

    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刘铁男表示：我国发展生物能源、生物化工产品，有巨大潜力和战略机遇，必须尽快建立完

善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政策支持和技术标准，官、产、学、研集中力量，瞄准最紧迫的领域，尽快实现产业化。（摘自辽

宁科技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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