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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普文选》系“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是中国科协普及部、宣传部，中国科普作
协，中国科技新闻协会，科学普及出版社组织全国百余家科普媒体共同参与，由著名科普作家担纲主
编，汇集了数百篇优秀科普作品，按不同学科领域结集出版之作。
《中国科普文选》（第二辑）秉承了这一传统，在中国科协科普专项资助的支持下，由多家著名科普
杂志参与推荐，以及科普作家自荐，所遴选的作品涵盖自动化、通信、环境、资源、天文、气象、航
天、国防军事及青少年心理等自然科学多个领域。
重点反映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突出反映了在航天、国防等领域
取得的令世界瞩目、振奋全国人民精神斗志的成果。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特别是应对目前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所遇到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
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利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是时代赋予
青少年一代的历史重任。
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青少年一代，树立远大的理想，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
精神，勇攀科学高峰，在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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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资源与灾害　　气象学处处皆资源　　人们最早认识的资源，大概只有矿产、森林，还有土地、
水体之类。
后者资源虽非直觉，但土地上确实可以长出庄稼，水里能收获鱼类。
后来发现大气也是资源，主要是因为发现沙漠里长不出庄稼（过干），高纬度、高原地区长不好庄稼
（过冷）。
因此气象学中最早列为资源的可能就是太阳辐射、热量和水分等农业气候资源。
　　进人工业化和汽车时代以后，煤炭、石油大量消耗，能源枯竭有期，而且污染严重。
于是发现风能和太阳能也是资源，而且清洁、可再生，也可规模生产。
因而近年来作为替代能源，发展迅猛。
　　实际上，气象资源很多，抬头低头都能看见。
　　天上的云彩可以用来人工增雨，气象学中称为云水资源。
“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因而号称“云水资源大省”。
看地，地温也是资源，不光高温（深层、表层）是资源，不高温度的地温也可装置利用，称为低温地
热资源。
总之，有温差就是能源。
　　再看身旁，雾露也是资源。
世界上干旱而滨海的地区，用大网捕捉气流中的丰富水滴，或多或少地解决了当地的饮水、用水问题
。
西双版纳冬季（干季）中，夜间的雾露有效缓解了农作物的缺水状况，所以民谚有“雨露滋润禾苗壮
”之说。
　　我国气候冬冷夏热，实际上也是资源。
这不光是说古代的“（冬）不冷（夏）不热，五谷不结”。
例如哈尔滨等正因冬冷才有可能开办冰灯、冰雕展和冰雪艺术节。
古代北京皇宫中利用冬天厚厚的河冰，窖藏到夏天作为冰镇、纳凉之用。
高纬度的瑞典、芬兰等极圈内的国家，冬季中还有全部由冰雪构成的真正冰雪旅馆，收费还不低。
　　同样，夏热本身也可成为资源。
例如，我国夏季最热的吐鲁番，当地的（埋）沙（热）疗可以治疗关节炎等许多疾病。
而且，一般说来地表再热，地下也不热。
吐鲁番葡萄沟许多居民都有半地下的房间；非洲东北部全年炎热的地区建有地下旅馆，就较凉爽；我
国黄土高原窑洞中冬暖夏凉；美国有在岩壁上建造深岩洞旅馆，更是全年恒温。
再说远点，也正因为内陆夏热，所以大连、北戴河、庐山、黄山等便成了优越的避暑资源。
　　大气光象也是为人们认可的旅游资源。
许多人喜欢去高纬度观看美丽的极光；到高山上看壮阔的云海；四川峨眉山还以峨眉宝光（欧洲称布
劳肯幽灵）著名；山东蓬莱则是多见海市蜃楼的地方。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在一定条件下灾害也可以转化成为资源。
　　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中，美国利用人工催化云水资源。
暴雨使胡志明小道上越军运输车辆大幅度减少。
云水资源转化成了战争资源，即战争手段。
　　干旱地区因缺水不能生长农作物，甚至被称作不毛之地。
实际上，正是有了干旱气候，才出现了适应干旱的动物、植物，同时增加了地球上的一种自然生态。
干旱地区中的绿洲，作物高产优质。
从这个角度说，谁说它不是资源呢?　　沙尘暴是我国北方春季常见的灾害性天气。
可是，沙尘飞上天可以减缓地球大气温室效应；沙尘飞到下游工业区可以缓解甚至消灭酸雨；几百万
年来沙尘堆积成了黄土高原，解决了历史上几千万人口的住房问题，而且窑洞冬暖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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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台风是我国南方夏秋常见的灾害性天气。
但台风带来的雨水，可以缓解以至解除大范围地区的伏旱；可以中断伏早期间的酷热天气，带来凉爽
资源。
广东曾经利用过一个台风多发电800万度。
即事先让水库放水发电，然后再由台风雨把水库灌满。
台风又成了水利资源。
　　限于篇幅，挂一漏万。
但从以上叙述， “气象学处处皆资源”应当并非大话。
编者注：文章发表时，因篇幅所限，未能展开。
其中风能和太阳能这两种能源（资源）越来越成为当代发展最迅猛的替代（煤和石油）能源。
例如，《科技日报》2009年2月10日报道，全球风能理事会近日宣布，2008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增长28
％，增长27000兆瓦。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美国和中国。
中国去年新增装机容量6300兆瓦，达到12000兆瓦，即已相当于半个多三峡电站的发电能力。
现在，全球风能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2.08万兆瓦，相当于减排1.58亿吨二氧化碳。
　　巨大的潜在能源——自然温差　　随着经济发展，能源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人类对能源需求在
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矿物燃料在不断减少。
迫于能源压力，人们开始寻找普遍存在的可再生的绿色能源。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自然界中的温差变化，作为一种丰富的绿色能源，正在被人们认识和利用。
　　自然温差作为能源的可能性　　自然界的水出现较大的落差时，才能产生流速，从而带动发电机
产生能量。
“热”也是如此，温差的存在，就意味着有可利用的能量。
无论气温高低，温差的存在就有热量传递与交换。
这种在常温环境中，自然存在的温差造成的低温热能，属于一种绿色环保能源。
　　在墨西哥海湾一带的海岸线上，集中了500多个可供储备油的盐穴。
盐穴上下2000英尺的落差形成的自然温差，将保持原油在盐穴的循环流动，有利于保持油品的质量。
受此启发，研究人员开始对自然温差能源进行实用化研究。
1933年，在法国的一个实验室，科学家在室温下利用30℃温差推动小型发动机发电，点亮了几个小灯
泡，首次证实自然温差作为能源的可能性。
　　在青藏铁路建设中，一些冻土路段（例如：清水河路段）两侧直列着直径约15厘米、高约2米的“
铁棒”。
这些铁棒就是热棒，热棒又叫无芯重力式热管、热虹吸管。
它是一种高效热导装置，具有独特的单向传热性能，热量只能从地面下端向地面下端传输，反向不能
传热，可以说是一种不需动力的天然制冷机。
通过热棒技术冷却，有效利用自然冷能资源来保护多年冻土。
这说明，由于温差的存在，通过“热棒”进行了热量传递，如果这些传递的热量被交换（蓄积起来）
出来，就会产生热能。
　　海水的温差已证实可以用来发电。
法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海水）温差发电站。
发电容量为14000千瓦。
估计不久的将来，大规模利用海水温差发电的技术将获得重大突破。
有人计算，如果南北纬20。
之间的海洋有一半适于用来进行温差发电，那么，只要将表面温度降低1℃，产生的电能就可以满足
全球的电力需要。
经过10年的试验研究，1986年日本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以自然温差能制冷的冷藏库。
观测结果表明，库四周季节冻土层终年保持冻结状态，达到了预期效果。
　　自然温差作为能源的现实性　　地球上到处存在着温差，如冬夏季节温差、昼夜温差、土地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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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差、地下冻土与地表温差、物体的阴面与阳面温差、海水表层和深层的温差、大气与海洋表面的
温差、房屋的内外温差等。
这种自然界低品位热能，因其“品位”太低，难以收集和利用而长期被忽视，一直被白白浪费掉了。
但是，由于大自然维持环境温度的能力为无限大，而温差又无处不在，所以该能量的数量也为无限大
，是一种潜在的巨量低品位能源。
　　自然温差一般较小，聚集自然冷能十分困难，也就谈不上开展利用。
在实际生活中，只有将聚集的能量妥善储存，找到廉价高效的蓄能物质，才能使聚集的自然温差热能
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如何高效廉价地蓄能，是利用自然温差能源的关键。
目前，人类已经发现了多种更有效的蓄能体，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机材料，如丙酸醇等；一
类是无机材料，如复合盐水、硫酸钙等物质。
这些物质可以把吸收来的自然温差能储存起来，在需要的时候释放。
1942年，随着热管（一种高效传热元件）的出现，使得低品位热能的传递与聚集成为现实。
　　自然温差作为能源的应用前景　　地球本身到处都存着温差，自然温差作为能源有巨大的应用前
景。
现在，利用自然温差能源可以实现房屋的无能耗调温，它与普通空调设施投资相当，但运转时只需要
消耗一些通风用电，耗电功率可以下降到一般空调的三十分之一以下，大大节约了能源。
我国有关专家测算，如果全国70％的采暖、降温改用自然温差能源，每年至少可节省一亿吨标准煤。
美国和德国利用蓄能材料建成了节能型建筑。
此外，利用自然温差能源可实现苦、咸水淡化；防止煤炭自燃；生产调温式集装箱，解决生鲜食品的
长途运输问题等。
浙江大学的教授也正在研究“将人体体表自然温差转化成能量，这样装在人体内的心脏起搏器也就不
再存在电池老化更换”的问题。
　　总之，自然温差能源可望成为在国家能源结构中占有相当比例的新型洁净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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