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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9月，《新能源技术》（第一版）在东北大学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发行，4年多来新
能源技术在全球迅速发展，该书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
目前，能源问题已经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分布广、利用潜力大、环
境污染小和可永续利用等特点，发展新能源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从战略高度看，开发环境友好的可再生能源，并使其在保障能源供应中扮演重要角色，已经成为我国
可持续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对新能源技术非常重视，发改委在2008年制定的《“十一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中提出，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10％，其中，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
瓦，生物质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5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总容量达到3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
积达到1.5亿平方米。
全球金融危机给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而全球气候变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更为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由危机导致的经济转型正在不断引发能源产业的深刻变革，世界各国
都把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作为恢复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美欧等国纷纷出台的政府投
资计划，普遍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投人，相当数量的政府资金被用于支持对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超前研究和技术成果的快速转化。
《新能源技术第二版》总结了4年来在太阳能、氢能、核能、生物质能、化学能源、风能、海洋能和
地热能等领域的新进展，同时在太阳能一章中补充了多晶硅太阳电池及多晶硅材料制备、聚合物太阳
能电池、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屋顶计划和并网发电技术；氢能一章更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煤气化重
整制氢和焦炉气重整制氢技术；核能一章重点介绍了第四代核能技术、高温气冷堆技术和核聚变堆进
；生物质能一章重点介绍了我国目前加大沼气工程的建设，已形成年产沼气数十亿立方米的能力；化
学能源章节中增加了钒电池、微生物燃料电池及有机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等内容；“风能”则单列为一
章，同时补充了风机大型化技术。
此外，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学习，在每章后均附有思考题。
本书第一版得到了读者给予的大力支持及充分肯定，自2005年出版以来重印多次，几位作者分别收到
读者的电话、邮件和短信，讨论与《新能源技术》相关的话题，作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支持，感谢给予本书启示及参考的有关文献作者。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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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能源技术第二版》总结了4年来在太阳能、氢能、核能、生物质能、化学能源、风能、海洋能和
地热能等领域的新进展，同时在太阳能一章中补充了多晶硅太阳电池及多晶硅材料制备、聚合物太阳
能电池、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屋顶计划和并网发电技术；氢能一章更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煤气化重
整制氢和焦炉气重整制氢技术；核能一章重点介绍了第四代核能技术、高温气冷堆技术和核聚变堆进
；生物质能一章重点介绍了我国目前加大沼气工程的建设，已形成年产沼气数十亿立方米的能力；化
学能源章节中增加了钒电池、微生物燃料电池及有机聚合物锂离子电池等内容；“风能”则单列为一
章，同时补充了风机大型化技术。
此外，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学习，在每章后均附有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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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另外，大气的压强、温度、湿度及灰尘微粒的含量，对太阳辐射的散射和吸收的影响也不小，
变化也很复杂，这就使计算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强度格外困难。
目前，人们根据实际测量和一些经验公式，将世界部分地区的太阳辐射日总量、月总量和年总量制成
表格，以便查找。
从测量结果看，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太阳辐射量都比较大，最高地区在青藏高原，年辐射总量达9×109J
／（m2·a）。
如此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对开发利用太阳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1.3 太阳能的利用太阳能是一种洁净的自然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太阳能是所有国家
和个人都能够得以分享的能源。
为了能够经济有效地利用这一能源，人们从科学技术上着手研究太阳能的收集、转换、储存及输送，
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这无疑对人类的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太阳能有直接太阳能和广义太阳能之分。
所谓直接太阳能，就是指太阳直接辐射能量。
而广义太阳能，即由太阳辐射能所产生的其他自然能，例如水力、风能、波浪能、海洋温差和生物质
能等。
它们的利用方式有很大区别，这里的太阳能利用仅指直接太阳能，直接太阳能的利用又分为热利用和
光利用两个主要方面。
2.1.3.1 太阳能的热利用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根据温区不同又分为低温太阳能利用系统（80℃以下）；中
温太阳能利用系统（80～350°C）；高温太阳利用系统（350°C以上）。
（1）低温太阳能利用系统这个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热水器、被动式太阳房、太阳能干燥、太阳能
制冷等。
近年来，低温太阳能利用系统的主要研究发展任务是降低太阳能集热器的制造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和
可靠性，简化设备安装的方法。
低温太阳能利用系统中，决定成本和效率的关键部件是平板集热器。
目前的平板集热器全部采用铝挤压件，这使制造工艺简化，而且为装配玻璃板和集热板提供了良好的
支架。
另外，密封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吸热涂料的性能大为提高。
这些成果标志着低温太阳能利用技术日趋成熟。
（2）中温太阳能利用系统这个系统主要给工业生产提供中温用热，例如木材的干燥、纺织品的漂白
印染、塑料制品的热压成形和化工的蒸馏等。
中温太阳能利用系统的集热器都要一定程度的聚光，近几年来，聚光集热器的研制有了很大的进展，
开始由实验室走向市场。
但聚光集热器的成本远高于平板集热器，而且中温系统的蓄热比低温系统困难得多，这些问题的解决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高温太阳能利用系统  高温太阳能利用系统主要用于大型热发电，它的集热系统需建造大型的旋
转物面聚光集热器和定日镜场。
这两者（特别是定日镜）的投资耗费太大，它的应用目前尚处在实验阶段。
近几年来，集中目标在研究技术先进、成本较低的定日镜。
2.1.3.2 太阳能的光利用太阳能的光利用有两个方面：一是太阳能电池，二是光化学制氢。
（1）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具有方便、不需燃料和无污染等优点，近几年来得到很大发展，有可能
成为未来社会能源结构中的主要成员。
太阳能电池种类繁多，主要光电池系列有单晶硅电池、多晶硅电池、非晶硅薄膜电池、砷化镓电池和
硫化镉电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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