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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阳能是一种新型可再生能源，也是21世纪大力发展的新能源。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太阳能物理》涉及与太阳能、太阳辐射等相关的物理学、材料学、电
化学等学科，重点介绍了太阳能原理及其相关物理基础，包括电磁波理论、光子理论、太阳基本参数
与结构、太阳方位天文学、大气效应与浅层地热能、热力学、量子力学、太阳电池、光合作用、电化
学等知识，同时还介绍了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建筑等具体应用和实例。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太阳能物理》可作为从事新能源方向的工程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
可用于高等院校物理、电气工程及材料相关专业研究生及教师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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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成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物理和应用数学专业的客座教授和高级研究员。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扫描隧道显微镜、人类语音的数学建模以及太阳能应用。
在进入高校学术研究之前，曾在IBM的Thomas J.Watson研究中心工作15年之久，在此期间撰写了
《Introductionto Scanning TunelingMicroscopy》一书并开发了广泛应用的中文语音识别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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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2009年3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的采访中，朱棣文提到改
进建筑设计对节能的重要性。
 人们经常抱怨提高能效和节能并无太大用处，且技术含量低。
其实并非如此，提高能效和节能大有作为并需要高科技技术⋯⋯假设你正在修建一幢新房屋。
麦肯锡调查研究表明一年半时间内在材料和人力上多投资1000美元，则可节省大量能源。
尽管对于新房屋和建筑，有效管理是一方面。
但设计的改进也会使人们信服，即一小部分的前期投资可有效减少每月账单费用。
 2009年，麦肯锡发布了两个题为“破解美国经济的能源效率”和“中国的绿色革命”的报告。
在这两个报告中，针对世界上化石燃料能耗最多的两个大国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剖析并提出建议
。
最终的主要结论为： 提高能效可对美国经济提供大量低成本能源，但这需要国家制定一个全面且创新
的方法来解决。
对于一些重大且持久性的难题需进行多层次处理，以促进提高能源效率的需求，并对1亿多幢建筑和
数十亿的设备进行管理和改进。
如果大范围推广执行，采用整体设计方法将会节省超过价值1.2万亿美元的能源，但需前期投资520多
亿美元用于提高能效⋯⋯ 实际上，最有效的节能方法是在建筑结构中应用被动设计。
总体来说，建筑能耗大约占到世界总能源的40％。
利用房屋整体设计方法，可节能高达50％。
整体设计方法的原则包括： 1）选择建筑物的朝向和位置，使得其在寒冷地区可有效吸收太阳热能，
而在炎热地区最优利用太阳热能。
 2）设计建筑物窗户的位置可减少对空调，电扇和暖气的依赖。
 3）使用较小的加热器或冷却器，尽可能采用被动设计来降低其需求。
 目前，整体设计方法面临两个挑战。
首先是需要将该理念植入建筑行业专业人士的设计思想中。
而如今，通常采用化石燃料的主动供暖和制冷系统仍被看做是最佳方法。
其次是解决建筑工程师与土木工程师之间缺少有效沟通的问题。
在建筑师业内很少讨论如何提高能效问题。
而那些会更多考虑能效问题的土木工程师往往将精力用于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执行，而很少参与到设计
决策中。
 有效利用太阳能进行建筑物的整体设计方法并不新颖，早在许多古代文明中已实践过，但如今已几乎
被发达世界所遗忘。
为建设21世纪美好未来，需要复兴建筑物整体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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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太阳能物理》可作为从事新能源方向的工程和研究人员的参考书，也可
用于高等院校物理、电气工程及材料相关专业研究生及教师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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