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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阳能是人类取用不竭的绿色能源，光伏发电产业是新兴的朝阳产业，对于节约常规能源、保护
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基础篇，下篇为应用篇。
上篇系统阐明太阳辐射能的源泉和特点、测量和计算；光伏发电系统工作原理、构成及其分类；光伏
发电系统的设计原理和方法，以及地面大型集中式并网光伏电站、屋顶并网光伏发电系统与独立光伏
发电系统的设计应用；光伏发电系统构成的主要和关键部件，即太阳电池、逆变器、控制器、储能装
置、直流汇流和交流配电系统以及监控测试系统、辅助电源、整流充电设备、升压变压器等辅助设备
的必备知识。
下篇则详细介绍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工程具体应用内容，重点介绍典型案例与分析，以飨读者。
本书紧扣“光伏发电系统工程”主题，内容翔实，图文并茂。
本书可供广大太阳能光伏发电设计与科研人员、生产人员、管理人员及施工建设人员阅读使用，还可
供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及关注新能源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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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2地球表面上的太阳能 1.2.2.1 太阳辐射在大气层中的衰减 太阳辐射发射至地球，
不但要经过遥远的旅程，并且还要遇到各种阻拦，受到各种影响。
地球表面被对流层、平流层和电离层大气紧紧地包围。
其总厚度在1200km以上。
从地面到10～12km以内的一层大气，叫做对流层；从对流层之上到50km以内的一层大气，叫做平流层
；从平流层之上到950km左右的一层大气，叫做电离层。
当太阳从1.5×108km的远方将其光热和微粒流以3×105km／s的速度向地球辐射时，将受到地球大气层
的干扰和阻挡。
 地球是个大磁体。
在它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磁场。
磁场控制的l000km以上直至几万千米，甚至高达几十万千米的广大区域，叫做地球的磁层。
当太阳微粒辐射射向地球时，其受磁层阻挡而不能到达地面。
即使有少数微粒闯入，往往也被磁层内部的磁场俘获。
这是地球对太阳辐射所设置的“第一道防线”。
 在地球磁层下面的地球大气层中，对流层、平流层和电离层都对太阳辐射有吸收、反射和散射作用。
其中，电离层不仅可以将太阳辐射中的无线电波吸收掉或反射出去，而且会使有害的紫外线部分和X
射线部分在这里受阻。
这就是“第二道防线”。
 在距地球水平面24km左右的大气平流层中，有一个臭氧特别丰富的层次，叫做臭氧层。
臭氧层的作用很大，可以将进入这里的绝大部分紫外线吸收掉。
因此，臭氧层又构成了“第三道防线”。
 由于地球设置了以上“三道防线”，因此可以把太阳辐射中的有害部分消除，从而使得人类和各种生
物得以保护。
地球大气层中的各种物质对太阳辐射也会产生影响。
 大气中的氧、臭氧、水、二氧化碳和尘埃等，对太阳辐射均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作用。
其中，氧在大气中的含量约占21％，它主要吸收波长小于0.2m的太阳辐射波段，特别是对0.155m的辐
射波吸收能力最强。
所以，在低层大气内很难找到波长小于0.2／im的太阳辐射；臭氧主要吸收紫外线，其吸收的能量占太
阳总辐射能量的21％左右；大气中如果含有较多的水汽，太阳的位置又不太高，则水汽可以吸收太阳
总辐射能量的20％。
液态水吸收的太阳辐射能量则更多；二氧化碳和尘埃吸收的太阳辐射能量则很少。
 大气中的水分子、小水滴以及灰尘等大粒子，对太阳辐射有反射作用。
它们的反射能力约占太阳常数的7％左右。
云层的反射能力很大。
但云层的反射能力与云量、云状和云的厚度有关。
3000m厚的高积云层对太阳辐射能量的反射能力可达72％，积云层的反射能力为52％。
据测算，以地球的平均云量来说，其反射能力为54％计，则大约有近1／4的太阳辐射能量被云层反射
回宇宙空间。
 当太阳辐射以近似的平行光束射向地球大气层时，会遇到空气分子、尘埃和云雾等质点的阻挡而会产
生散射作用。
这种散射不同于吸收，它不会将太阳辐射能转变为各个质点的内能，而只是改变太阳辐射的方向，使
太阳辐射在质点上向四面八方传出能量，从而使一部分太阳辐射变为大气逆辐射，射出大气层之外而
无法到达地球表面。
这也是使太阳辐射能量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大气层的存在和影响，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直接辐射，这是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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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方向的太阳辐射；另一部分则为散射辐射，这是被大气层或云层反射和散射后改变了方向的太阳辐
射。
两者之和称为总辐射。
一般来说，晴朗的白天直接辐射占总辐射的大部分，而阴雨天散射辐射占总辐射的大部分。
利用太阳能，实际上则是利用太阳总辐射能。
但是，对于多数太阳能利用设备来说，特别是聚光集热装置，则是利用直接辐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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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工程》第一版出版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本书第二版引用全新国家和行业标准，重新进行全面修订，系统地介绍了太阳能利用的基本知识和太
阳能集热系统性能参数、适用规范等内容，并从太阳能热水系统的设计、施工、工程验收、运行维护
与管理以及节能效益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详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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