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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初稿来源于作者．Martin O．L．Hansen教授在丹麦科技大学讲授有关风力机的机械部分的
两门课程的讲义。
其中一门课程是关于风力机如何将风中的动能转换成机械轴功率的，而用这种机械轴功率来驱动发电
机，最终得到电能。
这包括使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调桨以及控制转动速度，来控制载荷和风力机的功率输出。
本书中没有详细谈及如何实际使用电力电子学原理来改变发电机主轴上的扭矩以控制风轮转速，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电动机以及电力电子学方面的教材。
有些章节还描述了风力机结构的最重要的载荷。
第1～8章、第10章和第11章一起组成了风力机技术本科生课程的基础。
已知了风力机的几何参数后，利用这些章节，就可以基于所谓的叶素动量方法（BEM）来编写一个小
的程序，而叶素动量方法则是针对不同的风速、桨距角以及转动速度，实际估计静态载荷以及机械功
率的。
在优化过程中这种程序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因为优化过程中必须针对不同的设计变量多次计算
载荷分布，以使一些期望的特性值最大化，比如年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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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风能是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是风能利用的主要形式，也是目前可再生能源中除水能
以外技术最成熟、最具有规模化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方式之一。
风电技术是一项多专业综合集成的高新技术，其中空气动力学是风电技术重要的理论基础。
由丹麦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流体力学教研室的Martin 0 L Hansen教授撰写的《风力机空气动力学》
在2000年2月出了第一版。
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总计印刷了4次，最近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于2008年2月推出第二版
。
这是一本专门用于风力机空气动力设计和计算的著作，全书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风轮
的基本空气动力学理论，而第二部分介绍如何提高风力机的性能和载荷计算，在极端气候条件下风力
机响应特性的评估以及风力机寿命的计算，还包括风力机的特征模态和动态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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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风力机简介　　在对风力机技术问题进行详细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对风能进行简要的介绍
。
介绍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非常简要的历史回顾，主要解释风电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则是探
讨风力机的经济性和设计问题。
本部分并不打算对风力机的发展历程作全面的回顾，而是仅仅提及风力机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
，以及提供一些风电开发过程中的案例。
　　1.1　简要历史回顾　　风力可能非常强大，这可以从飓风或者台风经过后直观地体会到。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已经和平地利用了这种风力，而它的最重要的应用恐怕就是在没有发明蒸汽机
和内燃机之前，使用风帆驱动船舶航行。
风车也已经使用风力来碾磨谷粒或者灌溉抽水，例如在荷兰，使用风力以防止海水淹没地势较低的陆
地。
在20世纪初，电力得到了应用，当风轮与发电机相连能驱动发电机发电后，风车就逐渐变成了风力机
。
　　世界上首批电网是由直流低压电缆组成，电能的损失很大。
因此发电地点与电能用户之间的距离必须尽量近。
在农场，小型风力机恰好满足这种要求；而世界上第一个将风车与发电机连接起来的丹麦人Poul La
Cour，则为“农业电工”开设了一门这方面的课程。
LaCour极具远见的案例是，在他所在的学校安装了世界上第一批风洞之一，以研究风轮的空气动力学
问题。
然而后来，内燃机和蒸汽机逐渐占据了发电的主导地位，仅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燃料的匮乏
，风电才再一次实实在在地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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