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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植物专题资料汇编 

能源缺乏逐步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同时矿物能源燃烧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严重污染了环境，导致温室效应等 

诸多生态问题。生物能源具有可再生性，自我分解的绿色环保性，正逐步替代矿物能源。 

能源植物通常指那些具有合成较高还原性烃的能力，可产生接近石油或柴油成分并可替代石油或柴油产品使用的 

植物，以及富含大量油脂的植物 (费世民，2005)。 

能源植物主要分为三类，其一富含类似石油成分的能源植物，石油的主要成分是烃类，富含烃类的植物是植物能 

源的最佳来源，生产成本低，利用率高。其二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能源植物，利用这些植物所得到的最终产品是乙醇， 

如甘蔗农作物。其三富含油脂的能源植物 (丁向阳，2004)。 

到目前为止，能源植物有草本 、乔木 、灌木类 ，主要集中在夹竹桃科、大戟科、萝蘸科、菊科 、桃金娘科以及豆 

科。全世界已经发现 40多种能源植物，有续随子 、绿玉树 、橡胶树、西蒙德木 、甜菜、甘蔗、木薯 、苦配巴树、油 

棕榈树、南洋油桐树、澳大利亚的阔叶木、黄连木、象草等。 

中国植物区系成分复杂 、种类繁多，其中能源植物种类之多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到 目前为止，含油植物资源有 

151科 697属 1553种，其中种子含油量在40％以上的植物有 154种 (王涛，2005)。目前大部分的能源植物处于野生或 

半野生状态，科研人员正在利用遗传改良、人工栽培或先进的生物技术手段，通过生物质能转换技术提高利用生物能 

源的效率，生产出各种清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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