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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工 程 学 报  

序    言                                                              

 

刘德华   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兼任清华大学

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再生

资源利用、生物能源工程、发酵工程与技术、生物反应器等。参与并主持了

多项国家攻关、“863”、“973”、“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及“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化示范工程”项目。迄今已发表论文 19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90 多篇；申

请专利 60 多项，其中已有 36 项获得授权。 

2013 生物能源专刊序言 

刘德华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北京  100084 

摘  要: 生物能源作为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部分石化能源，有望缓解能源供给中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本期专刊结

合第 6 届国际生物能源会议，包括综述和研究报告两部分，报道了我国生物能源专家学者在燃料乙醇、生物柴油、

微生物油脂、生物燃料标准、航空生物燃料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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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for special issue on bioenergy (2013) 
Dehua Liu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ioenergy, as a renewable energy, is one of the best solutions to substitute part of fossil fuels. Based on the 6th World 
Bioenergy Symposium, this special issue includes latest reports and articles on the fields of bioethanol, biodiesel, microbial lipid, 
biofuel standard and aviation bio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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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寻找石油的替代品。中国

对石油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12 年我国

生产原油 20 748 万 t，同比增长 1.9%；进口原油

27 109 万 t，同比增长 7.3%；原油对外依存度

56.4%，创下历史新高[1]。生物能源作为可再生

能源，有望减少能源需求中对石油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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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物质能源发展，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节能减排更是中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

政府特别重视生物能源的发展和研究。根据《生

物质能发展“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

到 2015 年，生物燃料乙醇年利用量将达 400 万 t，

生物柴油年利用量达 100 万 t[2]。 

为了加强有关生物能源研发和产业化发展

现状及各国扶持政策的信息交流，进一步推动生

物能源领域相关技术研发的合作，清华大学于

2012 年 9 月 13~14 日在北京主办了第 6 届国际生

物能源会议 (World Bioenergy Symposium，简称

WBS)。会议的议题包括生物燃料产业发展、生

物能源生产技术、原料供应及原材料生产技术、

生物能源的应用、生物丁醇和生物质发电等等。

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有 100 多人，其中来自海外

的参加者 50 多人。会议邀请到了近 40 多位国内

外生物能源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发表演讲。会议

报告内容丰富、信息准确及时，讨论热烈，为生

物能源全产业链各环节参与者提供了交流平台。 

为传播本次会议的成果，促进生物能源研究

领域的交流和发展，《生物工程学报》结合此次

会议出版一期主题为“生物能源”的专刊。《生

物工程学报》曾于 2010 年出版过一期“生物能

源”专刊，得到广泛关注，下载率和被引频次均

较高，经统计 2010 年所发表的文章被引频次

高的前 4 篇稿件均出自“生物能源”专刊[3-6]。

希望这一期的“生物能源”专刊能够继续得到广

大同行的关注。 

2013 年“生物能源”专刊包括综述和研究报

告两部分。在综述部分，特邀能源与交通创新中

心总裁、第 6 届国际生物能源会议主旨报告发言

人安锋博士[7]撰文分析了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实

施机制与市场跟踪，介绍了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

的管理机制、实施进展与影响评价，重点介绍了

可再生燃料身份码的产生、跟踪与交易。另外特

邀江苏大学环境学院生物质能源研究所邵蔚蓝

教授[8]综述了纤维素乙醇高温发酵的研究进展与

展望。此外，本次专刊还收录了热门话题——航

空生物燃料的综述文章，介绍了制备航空生物燃

料的工艺路线、试飞和商业运营状况和存在的问

题[9]。来自中国石油规划总院战略所的专家发表

了对大型石油公司发展生物能源产业的思考，系

统分析了原料路线和规模化种植，原料收集、储

存和运输，转化技术以及政策保障等关键问题，

提出了生物能源发展的破解之道[10]。 

除综述文章外，本专刊还收录了 9 篇研究报

告文章。华东理工大学鲍杰教授[11]、大连理工大

学袁文杰和白凤武教授[12]、浙江农林大学邵千钧

教授[13]、河南农业大学宋安东教授[14]等从预处

理、纤维素酶、菌种、发酵等不同方面对燃料乙

醇技术进行了研究报道。清华大学张建安教授等
[15]报道了乙酸、糠醛和 5-羟甲基糠醛对产酸克雷

伯氏菌发酵生产 2,3-丁二醇的影响；浙江工业大

学陆向红教授等[16]研究了碳源种类及 C/N 对眼

点拟微绿球藻生长密度、油脂含量和脂肪酸组成

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向文洲研究

员等[17]针对产油嗜碱绿球藻MC-1的烟气适应性

进行了研究报道；浙江大学汪志平教授等[18]对布

朗葡萄藻脂质含量的荧光光谱检测方法进行了

改进研究；北京科技大学汪群慧教授和清华大学

邢新会教授[19]合作报道了解纤维梭菌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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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 

希望本期“生物能源”专刊能够为国内生物

能源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学术参考和启

发，并能进一步推动生物能源的发展和应用。 

国际生物能源会议是清华大学组织举办的

系列会议。第 1 届会议在我国刚开始实施燃料乙

醇计划的 2001 年举办。该系列会议已经在国际

生物能源届具有较大的影响。第 7 届国际生物能

源会议将首次在境外举办，将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10 月 3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举行。巴西是

世界上推广生物能源 成功的国家之一，也是全

球唯一不使用纯汽油作汽车燃料的国家，巴西所

销售的汽油均含有乙醇燃料 (不同比例的乙醇

汽油或者纯乙醇燃料)。巴西的甘蔗燃料乙醇 (无

需政府补贴)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可以在价格上

和化石能源相竞争的生物燃料。中国和巴西分别

作为南北半球 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能源需

求和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

益。我们希望两国的相关技术专家和各界人士能

够在国际生物能源会议的平台上，深入地交流并

相互借鉴，使两国的生物能源发展更上一个台

阶。我们热情地欢迎您来里约热内卢与我们相聚

在 此 次 盛 会 。 欢 迎 随 时 关 注 会 议 网 站 

(www.wbschina.com) 的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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