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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成客观世界的三大基础是物质、能量和信息。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能量及其使用紧密相关。
当人类使用薪柴作为主要能源时，社会发展迟缓，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极低。
当煤炭作为主要能源时，不但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0世纪50年代，由于巨大油气田的相继开发，人类迎来了石油时代。
近50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物质文明
。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有相反的一面。
一方面，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总有耗竭之日；另一方面，它们给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日益
严重。
能源、环境、人口、粮食、资源已经成为困扰当今全人类的共同问题。
因此，在新世纪，如何使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仍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介绍有关能源科学的知识、面临的问题、解决的对策和发展的前景。
书中不但涉及能源的基础知识、常规能源和新能源，而且还对节能、能源系统工程及计算机和控制技
术在能源中的应用作了详尽的讨论。
在取材上力求资料新颖、涉猎面广、叙述简洁，以达到为读者提供更多新的能源信息的目的。
教育部热工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在面向21世纪热工基础课程改革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设置能源
概论课作为热工课程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
本书也被列为热工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鉴于能源、环境、生命、信息、材料、管理等学科是新世纪高等院校大学生科学素质系列教育的主要
组成部分，本书在编写上也力求兼顾文理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的要求，即理论上不作深入探讨，文
字叙述上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教育部热工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赵镇南教授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谨致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要感谢教育部热工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各位委员对本书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同行、同事们
为本书提供的宝贵资料和建议，也感谢作者的研究生为本书所做的资料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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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能源与人民生活和人类的生存环境休戚相关,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本书以能源科学为介绍对象,对能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能源资源、能源与环境、能量的转换与储存、
常规能源、新能源、节能与能源系统工程,以及计算机和控制技术在能源工程中的应用均作了较为深入
地讨论。
书中取材新颖、内容丰富,对当代能源科学各分支的现状、技术特征和发展趋势作了比较完整地介绍。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大学生自然科学素质教育的教科书，亦可供
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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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能源的分类能源可简单地理解为含有能量的资源。
对于能源常常有不同的表述。
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对能源一词的解释为“能源是一个包括所有燃料、流水、阳光和风的术语，
人类采用适当的转换手段，给人类自己提供所需的能量”。
在《现代汉语辞典》中，对能源的注解是“能产生能量的物质，如燃料、水力、风力等”。
此外在各种有关能源的书籍中还有其他的表述，如“能量是指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
”，“凡是能直接或者经过转换而获得某种能量的自然资源通称为能源”，“能源是可以从其中获得
热，光和动力之类能量的资源”等。
无论何种表述，其内涵都是基本相同的，即能源就是能量的来源，是提供能量的资源，这些来源或资
源，要么来自物质，要么是来自物质的运动，前者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又称化石燃料
），后者如水流、风流、海浪、潮汐等。
从广义上讲，在自然界里有一些自然资源本身就拥有某种形式的能量，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换成
人们所需要的能量形式，这种自然资源显然就是能源。
如煤、石油、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核能等。
但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由于需要或为便于运输和使用，常将上述能源经过一定的加工、转换使之成为更
符合使用要求的能量来源，如煤气、电力、焦炭、蒸汽、沼气、氢能等，它们也称为能源，因为它们
同样能为人们提供所需的能量。
由于能源形式多样，因此通常有多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它们或按能源的来源、形成、使用分类，或从
技术、环保角度进行分类。
不同的分类方法都是从不同的侧重面来反映各种能源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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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能源概论(附光盘1张)》：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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