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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纖維素酒精兼具節約能源和減碳的效益，不但可減緩溫室效應，也是生質酒精料源可行的選擇，而纖維素酒精已經引起各

國政府、科學家和企業家的高度關注，可望成為未來的生質燃料。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透過蒐集國內外木材分解生產

酒精的相關資訊，加以整理及分析，綜述木材分解生產酒精的原理與技術，探討各種技術研究發展現況，再針對其優劣勢

條件加以分析、評估，最後提出未來木材分解生產酒精的研發及展望。 木材裡的纖維素、半纖維素能透過前處理技術轉換

成五、六碳糖，其酒精生成率達75％，而各項生產技術也已漸趨成熟，故生產的生質酒精純度達99.5％；再加上其料源不

會產生糧食問題，在常見的料源中，農業廢棄物每公噸的生質酒精產量有250公升，在活絡農村經濟及保護環境生態上具

有重要的意義。倘若國內開始推行生質酒精達E10，將會帶動總體GDP成長0.37％及農業GDP成長6.81％，創造農業就業

人口1.4萬人，其經濟效益非常顯著。但木材分解酒精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現階段遭遇到的瓶頸包括成本過高，菌種

的選擇，技術上的突破以及產業化生產等問題，未來，若能找到更節省成本的技術及菌種，搭配纖維素料源來源的多樣性

，便能增加纖維素酒精的競爭性。若再加上各國政府在實施的初期政策上的補貼及相關法律的制定並投入相關研究，相信

以木材分解來製造酒精產業化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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