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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木材能源使用的一些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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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木材能源作为一种生物质能源 ,在人类使用的总能源消费中占很大的份额 ,但其实际的重要性和价值

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综述了当前人们对木材能源使用普遍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不足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

旨在提高认识 ,加强对木材能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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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New Understandings on Use of Wood Energy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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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Wood energy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as a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 in some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However , it’s importance and value are underestimated. This paper overviews and analyzs some prevalent

misunderstandings on the use of wood energy at present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use of woo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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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能源包括薪材和木炭 ,历来是广大农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能源和生产能源。世界约 14 %能

源供给来自生物物质 ,而木材能源是生物物质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 ] 。在发展中国家该比例则更高 ,平

均燃烧生物物质所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供给的 30 % ,在个别国家 ,如尼泊尔、柬埔寨、不丹等则占 80 %

以上[2 ] 。在我国 ,1994 年生物能源消耗占总能源消耗的 23 % ,农村地区则为 45 % ,其中木材能源消耗占

总能源消耗的比例为 8 %[3 ] 。

由于社会发展、人口增长、能源需求增加、薪材减少、能源虚耗和浪费等原因 ,以及为了满足保护和

改善人类生活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的需要 ,大面积的森林被划为保护

林[4～6 ] ,致使薪材严重短缺。木材能源需求量的日益增长对非洲、亚洲包括我国以及远东地区的森林构

成了极大的压力。森林能源的短缺 ,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第二次能源危机”。

矿物质能源具有开采、运输和技术转化成本低、使用方便等优势 ,因此木材能源很大程度上被矿物

质能源所替代[2 ] 。鉴于矿物质能源使用对全球气候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而且贮量有限和价格不稳定 ,特

别在 1997 年京都会议后 ,人们开始寻求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途径 ,世界能源消耗格局重新引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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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的关注[7 ,8 ] 。曾经一度被人们忽视的木材能源 ,现在再度被一些发达国家重新评价和认识 [9 ,10 ] 。

为此 ,联合国粮农组织还专门设立亚洲地区能源发展计划 RWEDP(Regional Wood Energy Development Pro2
gramme in Asia) ,对木材能源资源供给、技术转换、提高能源效率、对环境和健康影响及规划和政策制定

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1 ] 。

一种可行、安全的能源对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木材能源 ,作为一种可持续、环境友好

和安全性的能源 ,却被人们 (包括决策者)低估了其重要性和价值 ,理解木材能源的供给机制和关系对于

在林业领域内制定良好的政策非常重要。多种多样的认识不足广泛地阻碍着木材能源的发展 ,为引起

人们对木材能源足够的重视 ,增强对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能源的意识 ,加强对木材能源现代转

化技术的研究 ,本文参考了有关文献资料 ,对这些认识进行了综合分析。

1 　大部分薪材来源于林业用地 ,木材燃料的使用导致了天然林的破坏

此观点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 ,现在大量的证据表明木材燃料的使用不是森林砍伐的主要原因。早

在 70 年代 ,“木材燃料差额理论”的提出成功地引起公众、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世界森林资

源受到威胁这一问题的注意。该理论是假定所有的薪材仅来自公有林 ,而且薪材的使用随人口的增长

而增加 ,这样势必导致对森林资源的过度采伐利用和薪材短缺。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 ,人们进行了多领

域的研究 ,这些研究揭示了“木材燃料差额理论”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12 ,13 ] 。RWEDP 等研究

认为 :在所有的木材燃料中 ,约有 2/ 3 来自林地之外 ,如农田上散生的树木、家庭庭院、居民后院、路旁等

“四旁”绿化树木。在大部分地区 ,来自于非林地的木材燃料供应填补了人们推测的木材燃料短

缺[2 ,13 ,14 ]。实际上 ,导致森林破坏更直接原因是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以支持农业发展需要[13 ] 。

除此之外 ,人们还容易把“对木材燃料需求导致森林被砍伐”的问题转化为“森林被破坏导致了木材

燃料的缺乏”问题。应该明白的是即使木材燃料再如何的缺乏 ,问题再如何严重 ,也不能想当然的认为

人们为了满足对木材燃料的需要而会过度的砍伐森林。其实 ,很多木材燃料是可以从别的途径得到的。

如前所述 ,在一些地区农民会在自留地上种些树木 ,部分木材用来满足工业用材的需要 ,而这些树木的

副产品则用作燃料。

2 　使用木材燃料在逐渐过时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20 %～80 %的能源供给来自木材。尽管木材燃料不象化石燃料发展得快 ,占国

家总能源消耗的份额在降低 ,但在所有的 RWEDP 成员国中 ,每年实际消耗的木材和其它的生物物质燃

料的总数量在增加[15 ] 。1971 年生物物质能源消耗为 681MTOE(百万吨油当量) ,占所有初级能源消耗的

11 % ,1995 年为 1 034 MTOE ,占 10. 8 %。可见 ,总数量增加了 50 %左右。另一项统计显示 ,估计有 20 亿

人仍然依赖于生物物质能源 ,而且这种局面至少还会持续几十年[15 ] 。

表 1 　我国木材能源消耗量[3 ]

年份
木材能源消耗量

/ 109J

生物质能源消耗

/ 109J

生物质能源消耗占总能

源消耗的比例/ %

木材能源总能源

消耗的比例/ %

1987 3 967 7 934 25 12

1990 3 907 7 845 22 11

1992 3 981 7 338 20 9

1994 3 291 7 390 18 8

对我国生物物质能源消耗量的统计存在很大出入。表 1 显示了 1987 年至 1994 年木材能源消耗情

况。从表 1 可见 ,1987 年到 1994 年间生物和木材能源消耗占全国总能源消耗的比例在下降 ,但它们的

消耗数量变化不大。在过去的 10 多年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 ,农村能源结构已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是可以预见的 ,但没有资料表明生物物质能源的消耗数量在减少。现在 ,虽没有关于

1994 年后的木材能源消耗方面的资料 ,但从 1994 年的原木消耗来看 ,其中 67 %用作薪材被利用掉[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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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关资料也表明 ,在云南、广东、广西和福建省 ,薪材能源占农村总能源的比例平均为27. 5 % ,而且还

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17 ]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 ,木材燃料仍然是主要的能源 ,被广泛地使用。

3 　木材能源价值低

以下提供的数据足以表明木材能源的价值地位。RWEDP 国家的木材能源每年价值 300 亿美元[2 ] 。

同样在中国 ,占总人口 75 %～80 %的农村居民有一半生活在山区 ,他们的生活能源差不多完全来源于

木材能源 ,如果这些木材能源全部用石化燃料代替 ,它将需要 90 亿美元去购买石化燃料 ,也就是说 ,在

这些山区使用木材能源节省了 90 亿美元[16 ] 。有 10 %的农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木材燃料贸易[2 ] 。在

提供劳动就业机会方面 ,生产木材能源能为地方提供石化燃料的 20 倍[18 ] 。

4 　只有在落后的农村家庭才使用木材燃料

调查表明 :在许多城镇里甚至一些大都市地区 ,木材燃料被高收入和低收入的群体广泛的使用。在

发达国家 ,生物物质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份额通常较低 ,如美国为 4 % ,欧洲平均水平也只有 2 %。各个

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芬兰、瑞士和爱尔兰相应分别为 14 % ,13 %和 13 % ,而英国却仅为 0. 3 %。但

如果从人均水平上看 ,则会出现另一幅景象 ,一些发达国家人均消耗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相当甚至超

出[15 ] 。

5 　木材燃料仅是传统的商品、自然的赠品 ,收获薪材是免费的

多数地区 ,特别是亚洲 ,木材燃料被当作商品来交易 ,人们把木材燃料看作大米、小麦等农作物一样

来收获和管理。尽管木材燃料生长周期长得多[12 ] ,但现代技术不断的应用于木材燃料的发展 ,许多工

业国家还出于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考虑 ,有意的增加了木材能源的使用。随着煤与生物物质及城市、工

业或农业废弃物联合气化 (燃烧) ,完全循环型的生物能利用系统 (速生薪材林工程) ,生物能多联产总能

系统 ,农村能源技术如沼气技术、生物物质气化、液体燃料、发电技术和生物加工处理技术进一步的发

展[19 ] ,木材燃料不再是传统商品。

还有些人认为收获薪材是免费的。其实可以随意收集薪材的现象仅在一些边远的地区存在 ,是局

部的。当把木材燃料生产作为经营目的时 ,木材燃料就会作为商品 ,参与市场竞争。

6 　木材燃料正在被现代燃料所取代

现在 ,很多人认为使用木材燃料已过时了 ,以后人们将统统使用石油、天然气、水电等。其实通常不

是这样 ,现代燃料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补充传统燃料的不足。对能源种类的选择和使用习惯通常受到

多因素制约 ,如能源的供需矛盾、技术水平、人们的支付能力、可获取程度、使用方便和安全、政策干预和

技术市场渗透力等。人口增长、经济调整和发展、农村居民涌向城市、能源集约技术渗透 (包括个人交通

工具和电器设备增多)和农村薪材相对短缺 ,现代燃料虽然价格稍高 ,但体积小、运输方便、开发成本低

和技术转化容易 ,使人们选择燃料时发生了转移[16 ] 。

7 　使用木材燃料比使用石化燃料向大气释放更多的 CO2

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植物体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 CO2 ,将其转化为有机碳贮存在植物体中 ,当被

燃烧后又以 CO2 形式排放 ,使用木材燃料持续的再生长可以从大气中回收 CO2 ,其对大气 CO2 浓度的净

影响为零。森林的植物体只可能留在森林中自然分解或被收获利用 (燃烧) 。如果树木不被用作燃料 ,

留在森林里经过自然的分解 ,它们会释放 CO2、CH4 等 ,但在自然状态下 ,基本上持平。当被用作燃料 ,

燃烧不完全时也排放 CH4、CO、N2O 和 HCS ,还有颗粒物 ,这些排放物会形成两个潜在的影响 :健康危害

和全球变暖。可是 ,当使其燃烧完全 ,却不会释放 CH4 ,这一点优于自然分解过程[9 ] 。相比之下 ,木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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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完全燃烧释放的温室气体较少。

在缓解全球增温问题上 ,使用生物能源替代石化燃料被认为是最根本和有效的办法[20～23 ] 。因为

生物能源和石化燃料的碳含量不同 ,释放 1 ×109J 能量 ,生物能源替代石化燃料可减少 0. 025 t 碳[20 ] 。

在我国华南地区 ,使用木材燃料与使用液化气 (LPG) 相比 ,每公顷森林每年可以减少排放 2. 6 t 碳 [22 ] 。

1994年 RWEDP16 个成员国 ,使用木材燃料 (与 LPG 相比) 减少了 2. 78 ×108 t CO2
[10 ] 。另据 Sampson

等[23 ]的估算 ,到本世纪的中期至末期 ,生物能源 (包括木材和能源作物) 每年能够抵消石化燃料碳释放

的 1～4 Pg 碳 (1P = 1015) ,当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增加森林和能源作物的面积和产量。

8 　对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发展应更多的集中在太阳能、风能和水能上

木材能源也是可再生能源之一。毕竟 ,不可再生能源终将会枯竭 ,还有环境和健康问题使人们不断

寻求新的干净的能源系统或资源 ,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目前能源使用上出现多样化。由于风能、太阳能

和地热能的快速增长 (1990 至 1997 年间增长率分别为 23. 27 %、16 %和 3. 5 %) 给了人们深刻的印象 ,提

起可再生能源时 ,它们几乎成了可再生能源的代名词 ,而生物物质能源几乎没有被人们提到。事实上 ,

即使风能、水能、太阳能在总能源消费的比例逐年增加 ,但因技术等限制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

顺。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统计和预测 ,1990、2000、2020 年生物物质能源消耗占总能量消耗的比例分别

为 12. 2 %、11. 5 %、9. 8 % ,而其它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 ,但不包括核能) 的比例

为 0. 2 %、0. 54 %、2. 23 %[15 ] 。在各种可再生能源中 ,木材能源 ,特别在亚洲地区 ,比其它可再生能源占

更大的比例。正如当初谁也没想到石油在今天使用如此之广泛一样 ,没人能预料今后能源发展的格局。

尽管太阳能、风能等有它们看好的前景 ,也不能忽视对木材能源的研究[15 ] 。

9 　缺乏有关木材能源数据而不可能进行规划

指示性的计划不需要一套完整的数据 ,这种规划能支持决策[2 ] 。但不否认 ,详细的规划和发展木材

能源 ,如能源系统使用格局、不同树种能量含量和技术使用效率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收集数据、论证分

析[16 ] 。如果选择使用木材燃料而不是化石燃料 ,对生态环境贡献如何评价、政策和经济上如何给以优

惠、法规制度如何确立等问题有待于各部门 (包括林业、环境、能源、交通和农业等部门) 的沟通协商 ,以

达到共同解决的目的[7 ,11 ] 。

10 　木材能源不是能源资源

在发展中国家 ,来自生物物质能源占总能源的 30 % ,在世界范围内 ,占 10. 8 %[15 ]或 14 %[1 ] 。1986

年 ,我国农村能源资源中薪材能源资源占了 28 % ,超过秸杆和煤炭的消费量[24 ] 。毕竟这些生物物质曾

经一度解决了人们的做饭和取暖等传统生活用能和部分生产用能问题 ,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木材能源

曾经发挥过的作用。而且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薪材林的需求 ,我国于“六五”后期和“七五”期间在全国按

气候带设立了定位试点开展国家重点科技课题 :“优良薪材树种引种、选种、薪炭林栽培经营技术及其多

种效益的研究”和提倡改灶节能[25 ] ,证明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鼓励营造薪炭林以缓解短期的木材能

源供需矛盾。

可见 ,目前人们对使用木材能源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多偏见。除此之外 ,还有认为使用木材燃料很不

卫生 ,回归薪材利用近乎是异端邪说等[12 ] 。其实这里所说的“回归”不一定是直接的烧材本身 ,而是一

种更为有效的技术。例如 ,把薪材转化为氢气、乙醇、甲烷或其它适合于汽轮机利用的燃料。正因为以

上那些认识上的偏见 ,致使如薪材林无地位 ,缺资金 ,长期处在不发展的状态。我国近年来虽有所进步 ,

但发展还是缓慢 ,面积小 (薪材林面积仅占林地面积的 2. 2 %) [25 ] ,在使用木材能源的技术上多停留在传

统的直接燃烧。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 ,目前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 2 位[26 ] ,主要是因为能源消耗结构以

煤炭为主。大力发展替代能源 ,改善能源利用结构 ,不仅是减少排放 CO2 的需要 ,也是保证未来能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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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之必需[27 ] 。作为石化燃料的替代 ,发展木材能源具有较大的前景 ,因此需要提高认识 ,破除旧观念 ,

做到统筹兼顾、合理规划 ,引入适当的经济刺激和市场竞争机制 ,加强木材能源使用的技术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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