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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后，由于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不断增长，世界一次能源消费量不断增加，而化石能源
仍是能源消费的主体，使得温室气体及各种有害物质大量排放，生态环境不断受到威胁。
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消除人为对气候系统的破坏；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
议进一步推动了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形成共识，温家宝总理也在大会上作出庄严承诺。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并开发利用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约束和减少全球温室气体
的排放，中国政府已经把大力推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新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所产生的热能，包括了水能、太阳能、
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海洋能以及氢能等。
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今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化石能源
日趋枯竭以及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远看，我们正处在以化石能源应用为主向新能源应用转变的过渡阶段，应抓住这次能源变革的机
遇，加强对能源战略、能源结构、能源布局、能源政策、能源科技、能源价格以及能源合作等一系列
重大问题的研究，明确发展目标，理清发展思路和工作方向。
在缓解能源、环境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太阳能热利用、沼气、农作物秸秆和生物制液体燃料等由于出
色的节能减排效果和经济实用性，多年来己成为国家能源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优先发
展的重点领域。
人民邮电出版社顺应时代的需要，出版了这套“新能源应用丛书”。
本套丛书包括己具规模效益的太阳能热利用工程和沼气工程，以及前景广阔的燃料乙醇工程和秸秆能
源工程等项目，其作者均是相关领域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的工程技术专家，各册书稿贯穿了
实用有效的编写方针，对于新能源工程建设，有很好的指导性、可操作性和成果连续性。
相信“新能源应用丛书”的出版发行，可以为新能源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实用而有效的智力
支撑，也可以成为面向广大干部群众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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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就秸秆资源及其能源化利用做了介绍，然后重点对各类利用技术的工艺原理、设备安装
、调试运行进行了讲解，通过案例分析，给出技术经济评价。
　　本书适合于从事秸秆能源化利用的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同时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教学的参
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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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叶禾本科作物的叶分为叶鞘和叶片两部分。
叶鞘包在茎的四周，有支持茎和保护茎的作用。
叶鞘基部膨大的部分叫叶节。
禾本科作物的叶上有的有叶耳、叶舌，有的则没有。
例如，高粱有叶舌而无叶耳，小麦的叶耳小且有茸耳，大麦的叶耳大，黑麦的叶耳不明显，燕麦无叶
耳，水稻有叶舌、叶耳，棹草则无叶舌、叶耳。
叶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叶的组织与茎的组织相同，分为表皮系统、基本系统和维管系统。
表皮在叶的最外层，维管组织则分布在基本组织之中。
叶的表皮结构比较复杂，有泡状细胞（即运动细胞）、附属毛、似纤维的细胞。
表皮细胞有长细胞、短细胞。
短细胞又分为硅质细胞、栓质细胞，前者充满硅质体，后者细胞壁木栓化。
表皮上下面还有气孔。
表皮可以保护叶肉组织，防止水分蒸散，对叶起机械支持的作用。
表皮细胞质有硅质，细胞外壁有角质层，这是禾本科作物的特点。
叶肉是由表皮下团块状薄壁组织细胞所组成的。
叶肉组织中含有大量叶绿体，因此这些起同化作用的器官呈现绿色。
进行光合作用时，叶绿体内可起到聚集淀粉的作用。
叶脉是维管束。
禾本科作物也没为平行脉，叶上纵行的平行脉之间还有横行的小维管束将平行脉连接起来。
禾本科作物的叶脉有维管束鞘。
维管束鞘分为两种：一种为薄壁型，含有叶绿体；另一种壁较厚，无叶绿体。
小麦有内外两层维管束鞘。
玉米、高粱维管束鞘中的叶绿体特别大，在进行光合作用时，叶内可形成较多的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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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秸秆能源化技术与工程》：新能源应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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