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纤维素类生物质生物、化学、热化

学转化液体燃料机理与调控” 

之 

课题三“纤维素类生物质定向气化合成航空液体燃料的转化

机制” 

2021 年度工作会议纪要 

  

时间：2021 年 4 月 22 日 

地点：中科院青岛能源研究所 N216 会议室；平度基地 

参会人员：参会人员名单见附件 2 

会议记录： 

（上午，中科院青岛能源研究所 N216 会议室，全体参会人员） 

（一）中科院青岛能源研究所科技处梁向峰处长致欢迎辞 

梁向峰处长首先对参会人员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从项目和课题

目标角度指出纤维素类生物质制备航空液体燃料意义重大；然后简要

介绍了中科院青岛能源所的基本情况，并对各位领导和专家对青岛能

源所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最后预祝课题三 2021 年度工作会议取得

圆满成功。 

（二）项目负责人骆仲泱教授介绍项目中期检查情况和结题要求 

1、骆仲泱教授首先对项目中期检查情况进行了总结，强调项目

中期检查虽然已经通过，但依然有问题暴露：一是论文专利等出现问

题，有些不达标，项目任务书的批准时间是 4 月 8 日，要注意时间节



点；二是项目中期检查指标严格来讲还未完成，仍存在差距。 

2、结题方面，指标任务占 55 分，创新和先进性 30 分，要努力

争取，另外社会经济效益和组织管理占 15 分。在百分百完成任务的

情况下，应该凝练创新点。 

（三）课题三负责人杨海平教授介绍课题研究内容和未来计划  

1、杨海平教授首先对课题研究和验证平台改造等进展内容进行

了简要介绍，指出目前各项成果指标与结题指标差距不大，但技术指

标仍有显著差距。 

2、强调各子课题要重视数据的汇交工作，平时要注重原始研究

数据和计算过程的记录，最终任何与考核指标有关的数据都要提交；

财务事项：明细、核算、审计。 

3、指出前期基础研究较多，但中试平台尚未验证。台架建设预

计 2021 年底完工，2022 调试运行以及优化改造等；相关基础研究工

作在 2022 年中旬完成，尽快整理数据、发高水平文章。 

4、成果的创新与突破。（1）技术创新：气化、净化、合成、齐

聚新技术；专利。（2）机理创新：热解、气化机理与耦合机制；焦

油的形成、脱除、转化新机制；合成气净化调变机制；合成低碳烯烃

以及齐聚机制。（3）人才培养：杨海平，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杜朕

屹，青年托举；司洪宇，省突贡专家，一个省奖，一个机械产业协会

奖等；可冲击优青、杰青等各级人才项目。 

（四）各子课题负责人汇报下一步计划 

1、子课题一负责人华中科技大学杨海平教授汇报（胡俊豪博后



代发言）：将进一步进行气化验证台架的安装和数据获取，与子课题

二、三协同完成气化、净化、调变等工艺过程的集成匹配，2021 年

底完成台架安装，2022 年完成调试运行和优化。在研究层面，子课

题一还需进一步揭示挥发分催化重整机理，实现生物质热解耦合气化

工艺。 

项目负责人骆仲泱教授意见：（1）现在的台架气化与热解是否

耦合，后续应该如何处理，热解产物中的油和一些低碳烯烃是否能分

离出来。（2）课题二（水解）也倾向选用棉秆进行实验。要注意木

质素的量以及总的转化效率，对于后续配气也有影响。 

课题负责人杨海平教授回复：（1）热解气化是耦合一体的，低

碳烯烃要调变成氢气和一氧化碳；气和炭一起进入流化床，部分炭起

催化作用。（2）根据小型炉上做的完全转化的实验结果，木质素含

量高的气化效率较高，符合要求。 

特邀专家吴晋沪研究员意见：（1）90%气化效率的具体实现措

施如何。（2）电加热方式下如何计算气化效率；合成气的体积是否

包含 CO2；甲烷本身有助于提高气化效率，但在后期会去除。（3）

基础指标一定要达到，精力要集中于 90%的气化效率上，基础研究要

能直接指导中试研究，不能只看规律趋势，重点看实际效果。（4）

冷煤气效率、产气率、H2/CO 比（2：1）三个参数是否能够兼顾，三

者本身是矛盾的，技术能否克服三个参数的矛盾。 

课题三负责人杨海平教授回复：三个指标同时达到确实存在困

难；考核方法中的计算公式没有考虑进电加热的外部输入热量部分，

应该可以达到比较高的效率；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技术指标如何

实现。 



2、子课题二负责人太原理工大学杜朕屹教授汇报：将进一步考

虑焦油重整催化剂在复杂环境、恶劣环境的耐用性、中试平台的应用，

以及转化率是否能够保证。 

特邀专家吴晋沪研究员意见：（1）后续需要考虑催化剂的耐受

能力、寿命和转化率，重点是复杂环境的耐受性，气体数据不重要。

（2）还要考虑前期电加热的影响，30%的效率必须保证。 

3、子课题三负责人齐鲁工业大学司洪宇研究员汇报：将增加气

化后 H2/CO 的变化规律以及高效 Fe/CaO 催化剂的制备工艺优化。拟

用两步法将吸附剂与催化剂分开，降低 CO2 的排放，提供能实现指标

的催化剂。调节催化剂的构成，以提高催化剂的活性。 

课题负责人杨海平教授意见：需要注意 H2/CO 的表述。90%的气

化效率只考虑气化，不考虑调变。 

项目负责人骆仲泱教授意见：（1）项目书中没有经济性的指标，

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催化剂的构成。（2）CO2 的降低需要关注子课题

一的结果，调整 H2/CO 并不是最终指标，重点是气化效率。 

特邀专家吴晋沪研究员意见：（1）应该针对除焦油后的合成气

进行研究，研究重点是 CO2 的消除对重整和水煤气变换的影响。（2）

必须明确 Fe、Ca 基的作用，分清楚催化剂和吸附剂的区别，要针对

不同的 CO2的量进行催化剂的讨论。 

子课题三负责人司洪宇研究员回复：前期是纯热解研究，没有加

水蒸气，为了产生挥发分裂解重整。边界的划分可以再细致一些。 

4、子课题四负责人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徐海燕副研究员汇

报：将进一步用改性处理的手段降低产物中 CO2 的生成，同时提高原

料的转化率。 



项目负责人骆仲泱教授意见：催化剂的放大，需要找外面做催化

剂放大的实验来贴合项目。 

特邀专家吴晋沪研究员意见：（1）合成气合成低碳烯烃催，争

取实现 CO 的 100%转化率，不考虑循环和选择性，要达到平衡；计

算循环之后的总选择性和合成气的得率。（2）目前 5kg 的催化剂量

和最终验证要求的 500kg 差别很大，可以考虑加大催化剂原料做实

验，催化剂准备好即可提前开始验证平台上的实验，不用考虑前段气

化。 

5、子课题五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刘广

波副研究员汇报：7 月前完成催化剂放大、优化烯烃齐聚工艺，增加

油收率，计划 12 月底前进行低碳烯烃齐聚单段放大中试实验。 

课题负责人杨海平教授意见：验收标准是航油组分而不是航油成

品。 

项目负责人骆仲泱教授意见：如何制定航油的标准、检测方法；

今年需要将方法建立起来。 

（五）项目负责人骆仲泱教授总结发言 

1. 骆仲泱教授强调任务书的内容及考核指标必须要点对点完

成。后两年要围绕核心思路，符合标准，能量转化效率达到 30%。另

外，必须强调先进性，创新性及社会经济效益。  

2. 原料必须按项目任务书的要求选取，建议选取玉米秸秆或棉

花杆；要求课题的整体流程必须要打通，耦合气化、净化、调变等流

程在华中科技大学 2 吨/每天生物质给料量的气化平台上一起示范，

合成和齐聚两个流程要根据前面气体部分的流量和成分在青岛示范。 



3. 评价方法应该适当统一，并进行认真的对比，严格按 4+X 进

行。测试或认定的方案应该马上进行草拟和讨论，年度会议上要提出

评估评价方法，确定是否有第三方的机构来检测做评价，并与专家进

行沟通。 

4. 项目前期讨论的与课题三相关的 2 条交叉耦合路径“木质素-

气化-合成”和“木质素-气化-气体发酵”，需要进一步凝练，2 选 1；

建议选取后者。 

5. 任何与课题有关的原始数据必须要保存。佐证完成任务、先

进性创新性的数据必须详细汇总。 

6. 讨论了标准的制定工作，指出气化合成方面的标准要加快落

实。 

（下午，平度基地，部分参会人员） 

（六）平度基地现场踏勘 

项目负责人骆仲泱教授、特邀专家吴晋沪研究员、课题三兼子课

题一负责人杨海平教授、子课题三负责人司洪宇研究员、子课题五负

责人刘广波副研究员、课题参与人员胡俊豪博后等一行赴平度基地对

合成气合成航油验证平台进行现场踏勘，在现场详细了解了反应器结

构、操作条件、设备布置、工艺流程等，并就项目放大所需具备的条

件、面临的困难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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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合影 

 

课题三工作会议讨论现场 

  

平度基地现场踏勘 

  



附件 2 

参会人员名单 

人员 单位 职称/职务 

骆仲泱 浙江大学 教授/项目负责人 

杨海平 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课题三兼子课题一负责人 

胡俊豪 华中科技大学 博士后 

杜朕屹 太原理工大学 教授/子课题二负责人 

司洪宇 齐鲁工业大学 研究员/子课题三负责人 

孙来芝 齐鲁工业大学 副研究员 

杨双霞 齐鲁工业大学 副研究员 

徐海燕 河南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 副研究员/子课题四负责人 

梁向峰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科技处处长 

吴晋沪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研究员/特邀专家 

刘广波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子课题五负责人 

武景丽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 

陈天举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 

秦建光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副研究员 

张金芝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李建青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工程师 

訾仲岳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工程师 

刘斌为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会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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