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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介绍了农业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针

对目前我国农村的情况，提出了较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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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介绍了农业生物质能源化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针

    对目前我国农村的情况，提出了较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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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化石燃料不同 ，生物质燃料其原料可以再  生成液体燃料是在 无氧或缺氧 条件下 ，利用热 能

生 ，不污染 环境。因此 ，越 来越受 到各 国政府 、 切断生物质大分子键 ，使之 转变为 小分子物质 的

组织 、专家人士等方面的重视。尤其是油价飙升  过程。生物质液体燃料包括 乙醇 、植物油 等 ，可

后 ，不少国家将重点转 向生物燃料 ，然而 ，去年  作为清洁燃料直接代 替汽油等石 油燃料 ；生物 质

由此导致 的世界粮食危机几乎将生物燃料引入歧  压缩固化技术。是将 固体农林 废弃物 压缩 成型 ，

途。目前 ，各国政府都加大 了以废弃物及能源植  制成可代替煤炭的压块燃料 。

物为原料 的生物质燃料 的开发 、研究。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

    据有关资料 ，全球每年 由光合作用产生 而储  高，农作物秸秆 的收集利用基本上机 械化作业 为

存于各种植物体 中的碳 多达 2  xlO'1 t  ，含能量多  主。农业生物质废弃物的利用与直接焚烧发电相

达 3  ×10埽t，可 开发的能量 大约相 当于现今每年  对比较容易。

全世界总能耗 的 10倍 。目前 ，我 国每年 的秸秆    相比较我 国农村的情况 ，每 年收获季节 ，大

产量有 6亿 t左右 ，扣除工业 、秸秆还 田、饲料 、 量的秸秆堆积如 山，不但影 响农 时 ，农 民随意遗

及农民生活散烧所 消耗 的部分 ，还有约 2.5  亿 t 弃和露天焚烧使得大量生物质能源浪 费 ，而且造

秸秆处 于 闲置 、无 处利 用 的状 态。每 到农 忙季  成环境污染 ，严 重时 ，焚烧 产生 的大量 浓烟 ，甚

节 ，无法处置的秸秆被随意焚烧 ，不仅浪费资源  至影响到附近机场飞机 的起降 。

而且严重污染环境。正因为如此 ，也给秸秆的能    秸秆加以资源化 、能源化 、产业化利用，变废为

源化利用带来了契机与问题。 宝，是大势所趋。但在实际利用中，效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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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国际上 比较成熟的生物质能利用技术  京房山 、顺义 、河 北 、江苏 、陕 西 、黑龙 江 、吉

主要有 ：沼气技术 ，沼气是微生物在厌氧环境 中  林、辽宁等地农 村 、设备 制造商 、锅炉 炉具制造

分解转化生物质最终形成的产物。主要是利用厌  商、城市 民用 及 工业 的锅 炉 用 户 、秸 秆 发 电 厂

氧法处理秸 秆废物 及禽 畜粪便 和高浓度 有机废  等 ，我们发现 ，农林废 弃物产业 化开发利用最 突

水，是发展较早 的生物质能利用技术 。目前沼气  出的问题是原料 收集难 、运输难 、储存难 。成 为

技术还用于处理垃圾、发电、肥料等；生物质热  生物质秸秆能源化利用的瓶颈。
裂解气化，是指生物质在高温下，经过干燥、裂  .  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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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气 体 ；生物质液体燃料技术 ，生物质裂解    农业废弃物 （  主要 指秸 秆 ）  虽 然在西 方 国家



  并没带来多大的环境问题，也没有成为政府的负    目前秸秆的能源化利用，无论是液化，气化还是

  担。然而在我国，每到收获季节，尤其是秋收季    固化成型，基本上都是工厂化的生产。因此，秸

  节，各级政府都要三令五申，严禁焚烧秸秆。这  秆收获后都需要将秸秆搬运到工厂。然而，秸秆

  主要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质地疏松，不论何种运输工具都是得不偿失。即
  高，农民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作  使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在百分之十几含水量的

  为农民生活燃料的秸秆，逐渐被煤与液化气所替  情况下，其密度每m3也只有几十kg。即使是机

  代。因此，秸秆就成了政府及农民的一种负担。    械成捆的秸秆密度，一般也在300kg/m3  以下，

  之所以没有形成有效，合理的利用途径，通过调  而比较经济的运输密度一般在400  ～600kg/m3  以

  查，我们认为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上。对于一个 25  MW 的发电厂，年需要秸秆约
  2.1  土地承包形式制约机械化的处理方式    20万t。即使运输半径在 100km以内可以收集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  足够的原料，其运输费用恐怕也在秸秆的本身价

  包责任制。这曾经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值之上。由于秸秆的收获季节性很强，因此，就

  但是，这种小片分散经营的模式也给农业生产机  更不用说这些秸秆储藏所需要占用的土地，以及
  械化带来了问题。近几年对于小麦，稻谷等秸秆  防火等设施的费用。正因为如此，目前国内所建

  产量较小的农作物，机械化收割采用留高茬还田    的十几座秸秆发电厂能够正常生产的凤毛麟角。

  处理，机械或人工收集基本解决了收获秸秆的处  2.4  大量焚烧浪费及污染严重

  理的问题。但是，对于玉米这种秸秆产量大，处    在我们对河北以及京郊玉米秸秆收获后存放
  理又不方便的农作物就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由于    处理所作的调查中，秸秆的存放大致有以下几种

  农户平均农田面积小，农作物种植分散，秸秆分  情况：堆放在田间地头 由于秋收季节时间紧，秸

  散，很难采用机械化作业的方式。中央最近出台    秆产生量大，因此跟本没有时间将秸秆处理，大

  了农村土地流转办法，给农业大片经营扫清了障  量的秸秆堆在田间地头。一般都是随意堆放，以

  碍。但是，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尚需时日。起码，    不影响秋种为目的。对于不进行秋种的地块，秸

  近期我国农户的经营模式及大型机械化收集作业  秆则随意的扔在地中，或砍倒，或仍长在田中。
  还无法普遍实现，秸秆收集及利用也无法照搬西    也来不及作处理。而在冬季农闲季节，一些农户

  方发达国家模式。    则将准备使用的秸秆存放在房前屋后。

  2.2  季节性强时间短产生量大    但是，对于秸秆的处理使我们非常痛心。每

    玉米是我国北方大量耕种的农作物之一。多  年的大量秸秆，除了少部分被用来自用，一部分

  数地区采用的是玉米小麦间作的种植方式。因  用作饲料外，存放在田间地头以及仍在田里存放
  此，在玉米收获季节从收获到种植基本在一个多    的大量秸秆，基本上被付之一炬。有些是在秋收

  月的时间。时间短，秸秆产生量大。我们在冀中    时被焚的，有的则是在农闲季节被烧掉的。以河

  平原保定地区定兴县所作的玉米秸秆基本数据实    北定兴县的张祖庄为例，虽然村中有一个秸秆饲

  测报告显示.在玉米收获时的秸秆籽实比平均为  料压块厂，由于压块厂的产品受市场的影响较

  1.49，玉米植株平均每亩为4 163  株，秸秆中的  大，每年仍有大量的秸秆被焚烧。原因就是秸秆

  水分含量为73.78%.平均株重为0.58kg。也就  的价格还不抵运输成本，除了厂周围的一些秸秆
  是说，收获时玉米平均亩产秸秆2 794kg，其中秸  外，大部分被烧掉。在对江苏的一些秸秆发电厂

  秆的含水量为2 061 kg。如果在收获时处理秸秆    的调研中，同样的问题更为严重。大部分秸秆发
  的话，不论将秸秆运往何处，都要考虑运输这每    电厂“无米下锅”。
  亩秸秆所产生的2t左右水所作的无用功。    综合以上情况，我国秸秆能源化的利用还远

  2.3  质地疏松运输储存困难     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由于受以上原因的制约，

    实地调查显示，玉米秸秆割倒后，经过一周    克服能源化利用的瓶颈迫在眉睫。秸秆不能再被
  到 10天的晾晒，其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最低至百  认为是废物而白白浪费掉。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

  分之十几，基本上达到可以加工的程度。但是，    努力下，广大科技工作者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但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 。    做的初步试验 ，机型及加工方法得到 了当地农 民

  一.。.。....一.。    的肯定。
3  可 能 的 解 决 思 路
    ’  。”。1。⋯ ”⋯⋯’～    3.2  分 散 式 加 工 ，集 约 化 运 营 的 运 作 模 式

    目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    有了适合的加工方法，还应有与之相适应的
都采用机械化作业的方式，因此，收获后秸秆的  运作模式。以每亩可加工的秸秆量估算，玉米秸
处理也基本上采用机械化打捆的方式来处理。这  秆含水率为15%～25%时，秸秆理论产量在
样 的作业方式在我 国除了一 些大的 国营农场外 ，    1 000kg/亩左右。减除收获 、搬运等 的损 失以及

对于绝大多数实行联产承包的农村来说 ，近期是  其他用途 ，整体估算实际可供加工利用的秸秆约

无法实现的。必须考虑其他方法 ，以实现秸秆的  600kg/亩 。以平均每户 3  亩玉米 ，加工设 备的产

能源化利用。    量为 200  ～300kg/h计算 ，一天可 以为 1  ～2户农

    从 目前农村的现状来看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民完成玉米秸秆的加工 。因此 ，我们初 步的运营

就是如何将秸秆转化为便于运输，储藏的原料。  模式是，由公司向农民租赁设备，或农民购买加
一个行之有效 的方法是 ，将秸秆就地加工 ，固化  工设备 ，农民也可以委托公 司代为加 工或 直接 向

成型为可以实现长途运输 的秸秆颗粒 ，以解 决能  公司出售秸秆 ，公 司组织秸 秆固化加 工后 的产 品

源化利用的瓶颈问题。    收购，储运等。将农民的风险降至零或最低。通
    经过我们近两年的调研 ，虽然 目前市场 上有  过初步小型的营运试验 ，我们认 为以上两点 可以

这样的产品，但是距离商业化成熟的要求还 相去  为玉米秸秆的能源化利用开辟新的途径。就 目前

甚远，而且，运行的可靠性也大打折扣。实际  我国农村的经营模式来说，具有光明的前景与优
上 ，缺乏农民经济实用的配套技术设 备以及 与之  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点 ：

相适应的产业化模式是问题的关键 。在农作物轮    （  1  ）可以有效解决秸秆 能源化利用的瓶颈问

作茬口紧的多熟农区，秸秆便捷处理设施不配  题，尤其是秸秆的运输，储藏问题，是工厂化运
套 ，农 民收集处理秸秆 的难度大 ，随意遗弃 和露  作无法做 到的 ，即使 是 在 当地 设 厂 ，或一 村 一 ，

天焚烧现象严重；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应用规模  厂 ，秸秆的运输也是不可逾越的瓶颈 ；

较小，尤其是适宜农户分散经营的小型化、实用    （2）可以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秸秆不再是
化技术缺乏 ，各项技术之 间集成组合不够 。真正  负担 。还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

能够在田间地头作业且具备商业化运行的设 备及    （3）秸秆固化产品既可 以作 为当地农 民的燃

方式还是空白。 料，也可以由公司统一收购后送往发电厂，加工
    通过调研，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并在  厂，饲料厂等。运输，储藏不再是制约瓶颈。
初步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希望能解决对于生物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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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体化便捷式秸秆加工的工作方式    通过小型试验及调研，农民对于此种运营模
    大量的秸秆在收获后 ，有相 当一段 时间只能  式是认可的 ，农 民基本 上可 以做 到无 风险增 收 ，

是存放在地头、路旁或田间，而且人们都知道  还可以在不影响农时的情况下，有效解决秸秆的
“十里不运草”，因此，加工设备的工作方式应该  负担。既避免了浪费，又使农民增收。我们认为
是小型便捷，可以移动，且配置电力、柴油机等  是目前解决能源化利用瓶颈的有效措施。但是，
不同的动力输入，集切碎、调质、固化成型为— 模式需要进一步试验，扩大规模完善措施。设备
体，方便农民操作，适合于在地头、路旁实现就  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但是到田间、地头，
地加工。这样既避免因秸秆的转运而增加利用的  靠近秸秆 ，就地加工秸秆 ，避 免长距离运输原状

难度，又减少浪费，提高秸秆的利用率，大大提  秸秆，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得到了农民的认
高捡拾率。加工成固体颗粒后，再进行运输，既  可，使困扰秸秆能源化利用的收集难、运输难、
方便又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成本，而且宜于存储。 储存难的瓶颈问题有了一种初步解决的方法。
通过与村干部 、村 民交流以及 在房 山区北正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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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水中氟化物测定的因素探讨
张  莉1  隋鲁智1  范新亚2

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

    【摘要】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水中氟化物时受水样pH、温度、测定时的搅拌速度、电极的记忆

效应和性能的影响，准确性变化较大。本文对影响因素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分析，以优化监测条件。

氟化物；测定；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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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水中氟化物时受水样pH、温度、测定时的搅拌速度、电极的记忆

    效应和性能的影响，准确性变化较大。本文对影响因素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分析，以优化监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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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F）是 自然界 分布广泛 的卤族元素 ，它在  定容 ，测定电位值 ，计算 加标 回收率情况。结果

环境水体中广泛存在。有色冶金、钢铁、铝加  见表l  。
工 、焦碳 、玻璃 、陶瓷 、磷 肥工业生产 中常排放     由以上数据 可以得 出，当待测样品的 pH在

大量的含 氟废水 。氟离 子选择 电极 法因操作方   6～8  之间时 ，本底 样的测定结果 在标 准值范围

便 、干扰离子少 、选择性好 、适用范围宽 ，被广泛    内，加标 回收率也在 95% ～105%之间。当 pH=

用于水和废水 中氟化物的测定。笔者在多年的实  9时，测定结果 已达标准上 限 ，尽管还勉强能在

践过程中发现 ，氟化物 的测定准确性受实验条件   标准值 范围 内，但 是加标 回收 率 已超 出允许 范

的影响较大 。本文对影响测定结果的因素 ，诸如  围。显然当 pH  >9  和 pH  <5  时 ，无论 是测 定值

水样的 pH值 和温度 、测定 时的搅 拌速度 、电极   还是加标 回收率均超允许范围 ，这说明准确度 已

的记忆效应和性能逐一讨论 ，并对影响程度进行  明显受到影响。

分析。    表l  水样pH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1  pH 值 的 影 响    9H值    5  6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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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分析    底姜

    取 标 准值 为 0.765  ±0.042mg/L  的水 样两  样

份，一份留做本底样，一份加入一定量的氟化物  加
标准贮备液。  各取水样适量 ，  用盐酸或氢氧化钠  标

调节pH值，分别为4、5、6、7、8、9、10，加入  样
总离子强度调节缓 冲溶液 ，转入 50mL容量瓶 中，  加标回收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