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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自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进程显著得到提速，由此促成了大量新型能量利用载体的发明。
从翱翔于蓝天的飞机乃至航行于遥远星际的飞行探测器，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的舰船；从奔驰于广袤
土地上的汽车，到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MP3等，大量人类在过去漫长岁月中从未想象过的事物，几
乎在20世纪一下子纷至沓来。
这些发明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其作用还将继续升华。
然而，这些发明的问世同时也带给人类诸多难题。
它们集中体现为：许多代表人类物质文明的现代先进仪器装备几乎无一例外地需要能源。
可以说，人类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随着千姿百态的新发明的不断问世，这种态势更
将进一步加剧。
当前，全球范围内面向获取先进能源技术的创新竞赛已拉开帷幕。
在这一发展洪流中，可以看到，要实现能源利用技术的真正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与工程
师们严肃而又不拘泥于传统思维框架的观念性革新，也就是说，超常规能源研究与应用将在今后一段
时期进入高潮。
为促进这一前沿关键领域的发展，本书将从有别于传统能源技术的角度出发，重点阐述实现超常规能
源利用技术的基本策略，以期引导读者开展相应的前瞻性探索，从而加速推进有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
广度，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技术革命作出贡献。
本书系统阐述的超常规能源利用技术，是指在能源转换过程、利用途径乃至应用场合等方面明显不同
于传统情形的能量利用方式，既包含原理与技术方面的超常规，也有对应用对象及使用方式的跨越。
全书将有选择性地以一些富有启发性，目前在若干高新技术领域中已初露端倪或正显示出重大价值的
先进能源利用技术为着眼点，着重剖析相关技术的原理，主要包括驱动移动电子设备的太阳能及人工
能量捕捉技术、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供能技术、太阳能直接固体热发电技术、生物质燃料电池与仿生
能源技术，以及大尺度城市热管理技术乃至触发式能源技术等新颖内容，既有旨在解决那些数量分散
、总量巨大的新兴移动电子设备的微能源技术，也有从超大型对象与环节出发实现超常规能源利用的
策略。
当然，作为发展新能源的重要理念和方法论，超常规能源技术无疑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学术范畴，本书
不可能涵盖其方方面面，主要以作者实验室前期开展的工作或关注的主题为线索展开。
显然，更多超常规能源技术的出现，将取决于当前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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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源危机带给全球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突破制约传统技术的瓶颈，必须超越原有的视野和思维框架来研究和利用能源。
本书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有别于传统能量转换与利用模式的超常规策略，深入剖析了用于驱动移动电子
设备的太阳能及人体能量捕捉方法、植入人体的医疗器械供能技术、太阳能热直接发电技术、生物质
燃料与仿生电池技术，以及大尺度城市热管理乃至触发式能源技术等新兴方向的基本问题，从微观到
巨尺度问题均有涉及，特别指出了各主题上若干可供探索的途径和新方向。
    本书可供热科学、物理、电子、生物医学工程、机械、器件、材料、化工等领域的科研人员、工程
师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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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由压力转化为电能通过按压一个商业化的按钮，作用于其上的机械力可通过压电陶瓷悬臂梁
转化为电能，从而驱动无限传感器通信。
自我供能的传感器可以被用来检测交通流量、车速及车重。
在计算机通信的个人局域网络（PAN）中，如果按钮口周期性的发射出身份识别编码（ID），则中央
服务器就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个人结点信息进行动态的、近实时的决策，并且为移动通信的使用者提
供合适可靠的路由和个性化环境信息。
这一想法由计算机通信中的普适计算范式口而来，在这种通信范式中，结点系统有能力感知其自身的
位置、活动、重要信号以及环境状态。
普适计算的这些能力需要遍布的大量传感器作为通信基础设施保障，如果每一个传感器都需要额外能
量输入和人工维护，这种理想的通信模式必然很难实现。
而借鉴现有压电供能的传感节点的实施方法，具有更强灵活性和低维护成本的自我能量维持的系统，
易于推广为普适通信的必备设施。
2.9.4 重心的垂直位移人类行走的过程类似于一个倒立摆，在这个过程中臀部由主动腿带动，沿着一个
抛物线的轨迹划过，其重心垂直移动的幅度大约为2.5 ～5cm。
如图2.1 7所示，身体行走时由一条腿、两条腿交替支撑（单腿支撑或双腿支撑）。
在单腿支撑阶段不需要有能量输入，而在双腿阶段，从动腿主动运动，前面的腿行走被带动运动，两
者之间相互抵消，其间会消耗代谢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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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常规能源技术》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超常规能源技术》可供热科学、物理、电子、生物医学工程、机械、器件、材料、化工等领域的科
研人员、工程师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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