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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柴油作为其中一种生物质能，具有燃烧效率高、安全性好、发动机相容性好、

环境友好可再生、不含硫等优点， 近年来作为化石能源的优良替代品被广泛研

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现让我介绍一下这项技术。

（一）技术原理

制备生物柴油有三种

制备思路：物理粘合法、

生物固定法、化学结合法

其中，物理法包括直

接混合及微乳液法。物理

粘合法是按一定比例将原

料油脂与柴油、添加剂和

降凝剂直接混合制成生物

柴油。而微乳液法是通过加入乳化剂或添加表面活性剂，将原料油脂与

溶剂混合，来制备生物柴油。

生物固定法是以酶催化酯交换法为主。通过硅胶载体涂布法对细菌

Burkholder Ian cepacian GX-35 所产的脂肪酶进行固定化，并将其用于

催化花生油转化为生物柴油，转酯化率达到 74.86%；该方法使用的醇较

少，反应条件温和，产物易回收，且无污染排放，但反应速率较慢且酶

较易失活，寿命较短、生产成本也较高。

化学结合法主要有高温裂解法、超临界法 和化学催化酯交换法。高

温裂解法是在氮气或空气氛围下，通过高温加热，使生物质中的有机长

链分子发生化学键断裂，生成短链小分子的过程。超临界法是在高温高

压条件下，不进行预处理且无催化剂，直接通过甲醇的超临界反应，同

时发生水解、酯化和酯交换反应的过程。

但这两种方法的成本较高，故化学催化酯交换法是目前制备生物柴

油的常用方法。

化学催化酯交换法通常是以各种动植物油脂中的 甘油三酸酯和甲



醇、乙醇等短链醇为原料，采用酸或碱作为催化剂，将高粘度的动植物

油脂转化成低粘度的脂肪酸甲酯，该过程在常温常压下即可达到较高的

生物柴油转化率，且能从根本上改变分子结构，生产工艺和设备较为简

单，较易在工业上扩大化推广应用

（二）技术的应用

生物柴油可用于任何柴油发动机，不必做任何改动，便于推广使用。相较

于普通的柴油生物柴油更环保，因为它从生产到被分解，都不会涉及到任何的化

学成分。我们现在的环境被污染，也主要是各种化学成分造成的。生物柴油本身

在燃烧分解的时候不会产生任何的化学气体，这当然就不会对环境造成威胁。其

次，原材料比较普遍、易寻找,生物柴油是使用生物材料制成的，如植物的秸秆

等。这些材料都是十分常见的，而且还都是可再生的。最后，作为燃料，生物柴

油具有较高的运动粘度，在不影响燃油雾化的情况下，更容易在汽缸内壁形成一

层油膜，从而提高运动机件的润滑性，降低机件磨损，延长使用寿命。并且燃点

是普通柴油的两倍，在使用、处理、运输和储藏方面都比较安全。

我们也可以开发生物柴油下游附加值产品。对于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材料来

说，只是将果实用来榨取油脂，其他的部位根本不用来生产生物柴油。但是，这

并不代表其他部位就是没用的。其他的部分也可以被晒干，用来当作食草性动物

的饲料。还有，如果不想晒干，就可以在收完果实之后，直接将其他部分翻到土

壤下面。土壤里面的微生物会将植株本身进行降解，腐烂的植株对于土壤来说也

是一种肥料，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

（三）技术的局限和发展方向



生物柴油作汽车燃料时，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比石油柴油略有增加。

生产过程中，在国家“不能与粮争地”的政策下，提炼生物柴油的原料

只能用油料作物或者地沟油，而地沟油的收集是一个难题。

这也预示着，生物柴油的原料可以从地沟油、植物油、动物脂肪油

等中获取。比如通过户外大规模的开放式硅藻养殖，以此提炼油脂作为

生产生物柴油原料。通过技术的不断改进，生产量还可增加，未来将成

为纯烃生物能源主要的原料来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