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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稻壳发电的主要原理是利用在粮食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稻壳为原料，在煤气发生炉中燃

烧产生煤气，通过用水过滤和净化成为纯净气体，再送入煤气发电机燃烧做功，带动发电机

发电。稻壳是大米加工过程中数量最多的副产品，约占稻谷籽粒重量的18%%左右。专家研究

认为，两吨稻壳相当于1吨标准煤的发热量。

       我国是农业大国，稻壳是稻米加工过程中数量最大的副产品，按重量计约占稻谷的20%。

稻壳发电属于能源再利用行业，充分利用之后，不仅可以减少对环境污染，而且可以为经济

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因此，此行业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中国稻壳发电行业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1-2015年）》侧重对稻壳发电行业运行

环境、市场格局、产品市场供需、企业竞争的研究和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增长的预测。

通过研究稻壳发电行业市场的特征、竞争态势、市场现状及预测，使企业和投资者对稻壳发

电行业整个市场的脉络更为清晰，从而保证投资者做出更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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