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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火的使用和工具的发明开启了人类使用能源和材料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人类的进化，推动
了人类文明进步。
时至今日，能源和材料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它们的发展给全球经济、政治以及精神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也使全球的生态环境伤痕累累。
开发绿色能源，发明新型材料，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迫在眉睫。
    2012年，中国将启动《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编制工作，提出我国能源发展的总体方略和战略规划。
但是，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一套详细介绍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内容的高新技术科普丛书。
为了引导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新能源和新材料，明确我国的能源现状和材料科
学的创新成果，增强开发高新技术的意识，激发他们为高新技术事业奉献的信心和决心，培养他们的
民族自信心和创新精神。
向青少年普及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相关知识和发展动态，必将吸引和鼓励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献身科
学，积极投身能源和材料事业，发明更多低碳、绿色的新型材料，使我国能源结构合理，为创造我们
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家园做出更大的贡献。
    “高新技术科普丛书”，由国内知名材料学专家、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莫尊理教授担任丛书总
主编，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编委，丛书各册的作者均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
他们热爱科学、朝气蓬勃、学风严谨、勤奋探索，以真挚的情感和对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使命感，用
朴实而又不失优美的文笔严肃认真地编撰了本套丛书。
    本套丛书作为新材料、新能源的科普读物，宗旨鲜明，风格独特，系统性强，认真探讨了人类与能
源材料和谐的发展历程和方向。
与一般科普读物相比，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内容丰富时代感强，本丛书共18个分册，紧扣当前
能源、材料发展的困境，以新能源、新材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及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
文字分别叙述了与人类生存、发展最密切的各种新能源和新材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另外，本套丛书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介绍了材料和能源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动态，深入浅出地
展示了材料和能源的发展脚步。
《神通广大的第三金属》《新材料的宠儿：稀土》向你展示第三金属和稀土的魅力；《高新科技的特
种钢》《取之不尽的太阳能》《持续不断的风电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又爱又恨是核
能》《待开发的地热能》《清洁能源：氢能》《未来无害新能源可燃冰》《无限丰富的海洋能》让你
尽情领略能源的丰饶和开发前景；《异彩纷呈的功能膜》《节能减排的新动力电池》《无处不在的碳
纤维》《邀游太空的航天材料》《改变世界的信息材料》《比人聪明的智能材料》《神奇的人体修复
材料》向你呈现新型材料的发展动态以及带给我们生活的变化。
二是时尚流行的编创，本丛书语言流畅、深入浅出，配有大量精美的图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加
上扩充知识面的小百科，使读者朋友全面了解新材料、新能源并享受着它们带来的无限魅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永续利用地球资源，改善地球的生态环境才能实现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统一规划、合理开发能源，积极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促进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与协调发
展。
希望这套凝聚着策划者、组织者、编撰者、设计者、编辑者等工作者辛勤汗水和心血的“高新科技科
普丛书”能给那些热爱科学，倡导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人们以惊喜和收获，并对我国的能源和
材料事业做出贡献。
衷心祝愿应时代所需而出版的高新科技科普丛书能得到读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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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待开发的地热能》作为新材料、新能源的科普读物，宗旨鲜明，风格独特，系统性强，认真探讨了
人类与能源材料和谐的发展历程和方向。
与一般科普读物相比，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一是内容丰富时代感强，此书共18个分册，紧扣当前能
源、材料发展的困境，以新能源、新材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及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文
字分别叙述了与人类生存、发展最密切的各种新能源和新材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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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地热能主要集中分布在构造板块边缘一带，明显的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地球板块
生长、开裂一大洋扩张脊和板块碰撞、衰亡一消减带地区，该区域也是火山和地震的多发区。
 世界地热资源大致主要分布于以下4个地热带。
 一、环太半洋地热带 环太平洋地热带是沿地壳构造活动带分布的巨型环球地热带，位于欧亚大陆、
印度洋、美洲及南极洲四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以显著的高热流、年轻的造山运动及活火山作
用而著称。
其分布范围主要包括美国的阿留申、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日本、中国的台湾、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新西兰、智利、墨西哥及美国西部，大体上与环太平洋地震带是一致的。
根据对陆地与洋底勘查的新成果，环太平洋地热带可以分为东太平洋洋中脊地热带、西太平洋岛弧地
热带以及东南太平洋地热带，构成了环太平洋地热带的三个亚带。
 东太平洋洋中脊地热带——由于它出露于东太平洋洋中脊扩张带，故具有高热流、强烈的地热活动，
频繁的地震及活火山作用等特点。
其分布范围自东太平洋中隆，向北进入加利福尼亚湾，然后沿圣安德列斯断层（洋脊的一个转换断层
）延伸至门多西诺角，自此大致与海岸线平行并一直延伸至温哥华岛附近。
分布在这一地热带上的高温地热田有很多，著名的有美国西部的盖瑟尔斯、索尔顿湖以及墨西哥的塞
罗普列托等，其热储温度多在300℃以上。
此外，在东太平洋隆起靠近北纬20°54'，西经109°03'，水深26～200米处，近年来发现了世界最大的
洋底热泉，水温在300℃以上，并含有大量的铁、钴、锰及铜、铅、锌、银等金属元素，说明现代成矿
作用正在进行。
 盖瑟尔斯地热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山脉地质构造区，距离旧金山西北方向约120千米、克利
尔湖盆地（第四纪火山活动中心）以南和圣赫勒纳山（新近纪火山活动区）西北9千米处。
盖瑟尔斯地热田位处东太平洋洋中脊边缘高温地热带上，水热活动强烈，虽仅在局部地区出现热泉、
喷气孔及水热蚀变等现象，在大部分地区仅发现了少数流量很小的温泉，但在地热田深部，蕴藏着丰
富的干蒸汽资源，是世界著名的干蒸汽地热田之一。
其热储层是经热液蚀变后，又经裂隙发育的弗兰西斯科硬砂岩，厚达数千米，被许多的西北一东南走
向、向东北方向倾斜的高角度断层所切割，形成局部的封闭构造，成为主要的蒸汽产地。
在热田范围内，每年都有大量年轻的火山活动发生，据重力与磁力勘探的结果推断，在地表以下8千
米深处存在一直径约20千米的岩浆房，为热田及其附近1500平方千米以内地区的地热异常的形成提供
了强大的热源。
热田内发育的西北向断层，不仅为地热流体提供了构造通道，同时也控制了金属汞的矿化。
盖瑟尔斯地热田面积在140平方千米以上，地热井的平均深度为2300米，平均温度为240℃，最高温度
达315℃。
1963年在那里已经建成了首座地热电站，装机容量为24兆瓦，到1988年，总装机容量已达2043兆瓦，
是美国全国地热发电总量的75％，成为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地热发电站。
 索尔顿湖地热田位于美国洛杉矶东南方向约260千米处，南距墨西哥边界60千米，处在东太平洋洋中
脊边缘高温地热带上。
与墨西哥的塞罗普列托地热田同属索尔顿湖槽地的一部分。
索尔顿湖槽地是加利福尼亚海湾构造槽地一直向北往陆地延伸的部分。
在墨西哥边界附近沿索尔顿槽地轴部，基底埋深约6千米。
该槽地是活动型构造，圣安德烈斯断层的某些分支由西北部伸入槽地。
在三角洲地区，自1904年以来地震活动频繁，1940年的一次地震，使索尔顿湖SSE（描述地层和岩层平
面展布方向的一个地质术语，SSE意思是南南东，也就是东南偏南方向）50千米处地面沿断层移动0.6
千米。
索尔顿湖地热田的热流值达293.076兆瓦／平方米，区内温泉沿两组断裂呈线状排列。
1957年，在1432米的深处通过钻井发现了高温热卤水，有8口井由510～2450米井段生产热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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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顿湖地热田已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估计在1000兆瓦以上）、水温最高（250～370℃）、以水为
主的地热田。
 塞罗普列托地热田位于墨西哥西北边境，距北部边界33千米处，在圣安德烈斯断层系的南端。
在这里，地热活动十分强烈，在塞罗普列托火山锥的东南方向6千米处，有大量沸泥塘和沸泥泉出露
于地表呈间歇性喷涌，此外，还有泥火山、喷气孔、碳酸泉、温泉等，多分布在断层的西南侧。
热田的热储层由新近系砂岩而组成，共发现上、中、下三个热储层位，埋深分别在1000米左右、1500
～2000米及2500～4000米，地热井的最大深度4125米，温度达335℃。
盖层为粉砂岩及页岩。
热田位于地堑西侧，在圣查中托断层带延长线上，发育有许多正断层和走向滑动断层。
热田的形成与第四纪安岩和玄武岩火山作用有直接联系。
1950年开始勘探，地热流体的温度多在200～350～C，最高达371℃，单井热水产量为100～400吨／时
。
1973年建成地热电站，2004年总装机容量达720兆瓦。
总发电量51120×103兆瓦·时。
 想必，你应该见过或者知道火山吧，那么火山锥又是什么呢？
火山是岩浆活动穿过地壳，到达地面或伴随有水气和灰渣喷出地表，形成特殊结构和锥状形态的山体
。
古罗马时期，人们看见火山喷发的现象，便把这种山在燃烧的原因归之为火神武尔卡发怒，于是意大
利南部地中海利帕里群岛中的武卡尔诺火山便由此得名，同时也成为火山一词的英文名称——Volcano
。
火山锥（volcaniccone）是火山喷出物在喷出口周围堆积而形成的山丘。
由于喷出物的性质、多少不同和喷发方式的差异，火山锥具有多种形态和构造。
以组成物质划分：有火山碎屑物构成的渣锥；熔岩构成的熔岩锥（熔岩丘）；碎屑物与熔岩混合构成
的混合锥。
以形态来分：有盾形、穹形、钟状等火山锥。
圆锥状的火山锥是标准的火山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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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待开发的地热能》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介绍了材料和能源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发展动态，深入浅
出地展示了材料和能源的发展脚步。
此书语言流畅、深入浅出，配有大量精美的图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加上扩充知识面的小百科，
使读者朋友全面了解新材料、新能源并享受着它们带来的无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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