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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难题。开

发洁净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当前全球紧迫的问题。生

物质能作为一种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诸如丹麦、荷兰、德国、法国、加拿大、芬兰等国，多年

来一直在进行各自的研究，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物质能

源研究与开发体系。但目前全世界大范围对能源植物的利

用主要是木材与农作物，但在某些情况下，用粮食作物等

制造生物燃料不仅达不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的，反而有可

能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发展生物质能要处理好能源与

粮食的关系，因此开发新型的生物质就显得尤其重要。藻

类生物质生活周期短，繁殖迅速，生物量大，且不会与粮

食作物产生土地竞争，是解决粮食-能源-环境困境的替代

品，其资源开发的潜力巨大。特别是水体富营养化导致大

规模的藻华和赤潮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据统计，黄海

海域每年浒苔打捞量可达百万吨之多，巢湖水华爆发总藻

类量（干重）可达50~70万吨，如此巨大的藻类生物量收

获后如何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热解制备生物炭技术为巨量藻类生物质处理提供了可

行方案。热解技术在藻类生物质处理过程中体现出规模匹

配、过程清洁、就地减量、资源回收的特点，其移动化则

为藻类生物质处理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强的机动应急

性。特别是藻类生物质因富含杂原子纤维组分被认为是构

建杂原子掺杂多孔炭材料的优良前驱体。通过有效调控合



 

成方法和工艺过程，设计具有孔径结构和表面化学性质可

控的藻类生物炭材料并在能源存储、土壤肥效和生态环境

治理等应用领域表现出优异性能，有效实现能源资源与生

态环境和谐共存。多项研究发现，藻基生物炭含碳约 

50%～80%，表面有丰富的孔隙结构及巨大的比表面积，

并含有大量的烷基和芳香结构，具有改善土壤性质、增加

土壤碳固存能力、缓解温室气体排放、修复污染水体和土

壤/沉积物、能源存储等功效。 

最近十年中，考虑到藻基生物炭对能源存储和生态环

境治理的积极改善效应，藻基生物炭在环境污染控制和农

业系统的研究和利用持续增加。但是，如何科学有效的利

用藻类生物质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目前还缺乏一个明了

的技术规程来进行指导，这是该标准制定的原因。 

二、 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制；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规定，在编制

过程中着重考虑条文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 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青岛微藻产业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山东科技大学提出制定《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

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经青岛微藻产业学会及相关专家技

术审核，批准《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技术规程》团体



 

标准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2023-002。 

本标准由山东科技大学提出，青岛微藻产业学会归口。 

根据计划要求，本标准完成时限为3个月。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是山东科技大学，负责标准文

档起草及相关文件的编制。中科博清科技（青岛）有限公

司、青岛青城瑞能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为主要参与单位，负责标准中重要

技术点的研究和建议，并参与标准内容的讨论。 

（三）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 

1) 成立工作组和完成标准草稿编写： 

标准计划下达后，为确保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

2023年6月，由山东科技大学等单位联合成立标准起草小

组，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讨论通过了第一阶段

工作流程、项目承担单位分工和进度，正式启动标准制定

工作。根据前期在实验室预制、应用实验研究、文献参考、

产业调研的基础上，对现有技术进行了汇总和集成，归纳

技术要点，凝练了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技术参数、设

备要求、技术工艺、副产物处置、检测方法等，逐步形成

《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技术规程（草案）》。 

2) 修改完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2年8月起，通过对藻基生物炭制备原料、技术方

法与设备要求、产品属性及市场调研，对藻基生物炭制备

技术参数进行了优化，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



 

改完善，形成了《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技术规程（征

求意见稿）》。 

四、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 

1)  符合国家的政策，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 

2) 标准需要具有行业特点，指标及其对应的要求积极

参照采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 标准能够体现出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应用的经济性。 

4) 标准能够为技术的研发、改进指出明确的方向。 

5) 标准需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6) 标准要能够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和技术特点。 

7)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8) 标准要从全局出发，考虑全社会的综合效益。 

9) 适时制定，适时复审。 

五、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藻类热解制备藻基生物炭过程中各环节

的技术范围，也规定了装备运行过程中的达标要求。正文

部分共分七章，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与定义，运行前准备工作（包括人员、原料、水电条

件、相关设备设施启动前准备工作）、藻类热解炭化技术

要求（原料接卸与预处理、热解系统、藻基生物炭的卸出

与储存、副产物的利用与处理处置等工序）、环境保护与

节能、生物炭检测方法。 



 

六、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遵守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要求。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1560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

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NY/T 4159 生物炭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八、 后续贯彻措施 

编制组建议由青岛微藻产业学会及相关行业标准化管

理机构组织贯彻本标准的相关活动： 

1.利用各种活动（如行业协会的管理和活动、专家培训、

标准化技术刊物、网上信息、产品认证等）尽可能向各地

生态环境局相关单位以及环保企业宣贯该标准。 

2.积极推进藻类热解制备生物炭装置试点示范，提高藻

类生物质处理示范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建立并完善标准化

统计制度。 

3.应用标准开展宏观调控、产业推进、行业管理、市场



 

准入和质量监管。运用行业准入、生产许可、合格评定/认

证认可、行政执法、监督抽查等手段，促进本标准实施。 

建议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半年内实施。 

九、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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