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质热解炭气油多联产工程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工艺设计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背景和意义 

面对传统能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寻找一种洁净的新能源成了迫在

眉睫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把目光凝聚在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上。与欧美一些

国家相比，亚洲及我国对生物质热解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十几年来，国内一些科

研院所及高等院校做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生物质热解技术最初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欧洲和北美。20世纪 90年开始蓬勃发展，随着试验规模大小的反应装置

逐步完善，示范性和商业化运行的热解装置也被不断地开发和建造。欧洲一些著

名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开发出了许多重要的热解技术。并应用于规模化运行产出。

相比之下我国的生物质热解在工艺设计、验收和运行各环节缺乏相应的系统性的

技术和标准。 

生物质能利用前景十分广阔，但真正实际应用还取决于生物质的各种转化

利用技术能否有所突破。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也在拓宽，以

前侧重热解反应器类型及反应参数，以寻求产物最大化，而现在整体利用生物质

资源的炭气油多联产工艺以及优化系统整体效率被认为是最大化热解经济效益、

具有相当大潜力的发展方向；除此之外，提高热解产品品质，开发新的应用领域，

也是当前研究的迫切要求。但目前我国的生物质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生物质产业

的设备运行和工艺设计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严重制约产业的发展。

因此需尽快推进制定生物质热解工程设计工艺的国家标准的步伐，对推动我国生

物质能源更快更好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2．任务来源 

在以上背景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 2015 年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国标委综合[2015]73 号），由全国环保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75）组织有关单位起草《生物质热解炭气油多联产工程设计规范 第

1部分：工艺设计》国家标准，任务编号为 20154064-T-303。本标准由全国环保

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作为技术归口单位，武汉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负责起草。 



 

3．主要工作过程 

3.1 前期调研及启动阶段 

作为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武汉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文献调研、

标准比对、实验分析、工程测试等手段，对生物质热解炭气油技术现状、产业发

展、国家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该标准。该标准得到了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得到国内检测机构、工程

公司等多家单位的关注和重视。2015年 12月，标准牵头单位制定了国家标准制

定工作初步方案，联合并吸纳国内生物质热解产业领域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企业、

科研院所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等多家单位成为起草组成员。2016 年 4 月底在武汉

组织召开了本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启动会，会议就标准内容和结构、工作计划和

任务分解达成共识，正式成立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启动了国家标准的起草编制

工作，2015 年 4 月底形成了标准草稿。会议一致确定标准名称修改为“生物质

热解炭气油多联产工程设计规范 第 1部分：工程设计”。 

3.2 标准起草阶段 

2016年 4月至 2016年 6月，起草组对标准中涉及到的技术参数进行了全面

测试，2016 年 6 月底在京召开了标准讨论会，进一步讨论并梳理了标准主要内

容，并对相关检测数据进行了讨论。2016年的 7月至 11月，起草组连续召开了

两次工作会议，对标准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和完善，并于 2017年 1月基本完

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3.3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标准起草组现已完成征求意见稿，计划广泛征求意见。 

4．制定原则及主要依据 

本标准项目按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符合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

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具有创新性、导向性、科学性和规范性。标准制定过

程中，起草组积极吸收相关企业及单位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状况和发展水

平，并与国内外现有标准进行衔接。该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写符合我国国情和生物

质能源产业发展现状，能够引领产业的发展。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先进性和

可操作性。  

5．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以生物质为原料，采用连续热解工艺，制取热解气、热解炭、

热解油等产品有关术语定义；规定了生物质热解炭气油多联产工程的一般要求、

工程选址和总体布置、工艺设备及系统、管道布置、电气和仪表、给水排水、节

能与环保、消防等内容。 

本标准围绕生物质热解工程的设计，结合我国目前各区域的气象、地理等综

合因素，从工程选址、布局、结构和建筑、工艺设备及系统等核心要素进行了规

定。工程设计应遵循安全、节能、节水的原则和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以及生物

质原料的全组分利用和能源利用最大化的原则，且设计寿命不低于20年；热解工

程选址、总体布局应科学合理，满足环保节能的要求。储气柜与建筑物、堆场、

储罐之间的防火间距、厂房的结构要求都作了详细要求。对生物质热解工程中涉

及的给排水系统、抗震设计、采光和自然通风要求、噪声控制和消防（防火、防

爆和安全疏散）要求，在遵行现行相关国家标准的同时，并结合生物质热解工程

的自有特点也分别作出了规定。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在工艺设备及系统一章，该章节详细的规范了生物质

热解工程中的各设备系统（生物质原料供应系统、生物质热解设备系统单元、生

物质热解产品净化设备单元、生物质热解产品储存运输单元）的工艺要求、布置

规范和相关技术参数要求。 

6．标准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7．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和标准内容未采用国际标准。 

8．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法律法规无冲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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