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可充分利用生物质的太阳能化学反应器系统 

 

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 (UC3M) 联合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杜维嘉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

新型系统：通过与小型太阳能装置协同工作的化学反应器来更好地利用生物质（例如森林和农业

残余废弃物）。 

 

生物废料如处理得当，可以蕴含大量能量。这些生物废料就是我们熟知的生物质：即植物和其他

蔬菜以及动物的残余废弃物或生活垃圾。 据专家介绍，这些生物垃圾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能

源。 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和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的背景下，这种生物质的可持续

加工可以使产品获得具高附加值，并业已成为能源生产的良好替代品。 

 

、 

这些生物废料的特点是湿度高。在使用传统热技术（如热解、气化或干烤）进行处理之前，需要

预先进行干燥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造价昂贵，因为这需要使用大量能量用于干燥预处理。 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生物质热液碳化 (HTC) 而无需干燥预处理，是处理生物残留物的一项引人注目

的技术。”UC3M 热与流体工程系能源系统 (ISE) 工程研究组的Jesús Gómez Hernández解释说。 

 

由他联合撰写的项目论文 近发表于科学期刊《可再生能源》，该文章详细介绍了如何将 HTC 与

太阳能装置可持续的结合使用，并从如松树残余、玉米茬或稻谷壳中提取能量。 “获得的产品可

应用于能源生产过程、土壤基质改良、超级电容器天气的改善，以及无化石燃料的生物精炼厂，

从而开辟一条通往循环经济的技术道路。”项目研究人员表示。 

 

HTC 的原理是：在反应器中用180 至 250 度的热水在10 至 40 巴的高压下进行热化学处理，从

而获得高附加值产品：碳氢化合物。 “换句话说，即在实验室条件下从生物质中复制出碳形成的

自然过程，”Jesús Gómez Hernández解释说明。HTC 大的缺点是需要大量能源进行操作，而研

究人员对症下药，创新地通过引入另一种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来解决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对与 LBD（线性束下）太阳能场耦合双螺杆反应器的 HTC 过程进行了分析

建模，使其在能量上具有可持续性”。 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大致如下：两组反射镜将太阳光线重定

向到另一个次级反射镜，该次级反射镜将所有太阳能集中在一个因为重量需安装在地面上的螺旋

反应器上。我们证实了：这可以用可再生和可持续的方式从不同的木质纤维素生物质中提取能量

——地球上可用于生产生物燃料的 丰富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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