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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氢能源被视为重要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成为了能源科学领域
的一个热点。
本书分19章，围绕着氢能的基础知识、科学与技术、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基本信息等内容进行了介
绍。

　　第1～2章介绍为什么现在氢和氢能源受到了关注，氢气是什么，具有哪些基本性质；第3～11章介
绍氢气在使用中涉及的一些关键环节，如氢气的制备、分离、输运、储氢（分子储氢和原子或离子态
储氢）；第12～16
章介绍氢气的使用领域以及如何使用氢，包括目前最关心的镍氢电池、氢内燃机及汽车、燃料电池以
及氢动力汽车、加氢站；第17～18章介绍氢气与材料的关系以及氢气的安全问题；第19章收集了一些
相关数据。

　　本书作为一本有价值的氢与氢能参考书籍，可使读者能够较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氢气和氢能。
本书读者对象为化工、电子、冶金、能源、宇航、交通等领域与氢能源使用和研究相关的学生、研究
者、工程技术人员、科研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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