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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当前使用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炭、石油等多年储藏在地下的石化能源，按照目前的开发力度，几十
年或许一百多年后，地球所储存的这些能源就将枯竭。
因此，节约能源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在可再生能源中，水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利用，但水能资源终究是有限的；相反，太阳能和风能则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宇宙中太阳系存在，就是如此。
太阳能的应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把太阳能转换为热能，二是把太阳能转换为电能。
前者包括人们所熟悉和广泛应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后者称为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简称PV技术）。
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由于相对重视，研发经费充足，半个世纪以来太阳能电池的成本已
由每瓦1500美元降至每瓦几美元，应用的领域也从航天、国防、工业转向民用。
太阳能光伏发电是一种清洁能源，其意义是不仅可以部分代替石化燃料发电，而且可以减少CO2和有
害气体的排放，防止地球环境恶化。
我国的能源政策也一贯重视新能源开发，历来都把信息、新材料、新能源及生物工程作为科研开发的
方向和四大支柱产业。
近年来，太阳能发电技术发展较快，国内已出现了多个1MW以上的太阳能发电装置，太阳能电池的生
产量已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特别是薄膜型非晶硅太阳能电池，产量突飞猛进，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成为新的亮点。
国家的能源政策，对光伏发电的发展来说是一种机遇。
现在，“新能源”、“节能减排”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为光伏发电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本书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主题。
首先是突出“节能减排”新概念，在第6章中介绍了日本一个中型城市福岛县岩木市的十年（1999
～2010年）“新能源、节能减排”规划，相信对我国的城市规划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其次，突出太阳能装置制作实例。
共选例12个，其中3项针对大、中学生业余科技活动，9项为家庭中小型太阳能、风力发电站（从50～3
500W）装置制作，从系统电路结构、元件选择、工艺制作（含印制电路板和钣金工）直到节电效果统
计都有详细介绍。
最后，介绍了太空超级太阳能发电站的研究进展。
本书由冯垛生教授主编，编写分工如下：宋金莲参与编写第1章，王赞参与编写第2章，张亚婉参与编
写第3章，赵海波参与编写第4章，张淼、林珊编写第5章，张淼、赵慧编写第6章（其中6.1和6.11节由
冯垛生编写），第7、8章由冯垛生编写，关友谊、许海珠在文字的录入和绘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阳能发电技术与应用>>

内容概要

　　《太阳能发电技术与应用》主要介绍太阳能发电的技术和应用，全书内容分为8章，前4章叙述太
阳能光伏发电的基础知识，如光伏发电原理、太阳能电池的原理与分类，并网发电和离网发电，同时
还介绍了重要部件光伏电池模块、控制器（特殊变频器）和蓄电池、超级电容器的类型，并举实例讲
述光伏电池串并联数和蓄电池安时数的计算，可供读者设计时参考。
第5章讲解系统的控制方法，介绍了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的几种方案，可供科研工作者选题时参考。
第6章介绍光伏发电系统的应用，主要涉及太阳能PV空调器和太阳能电动车两种典型应用，并给出电
路图、计算机控制软件和实验数据曲线，内容翔实。
除此以外，还介绍了国内外典型建筑物应用PV技术的概况。
第7章为太阳能发电装置制作实例，通过这些实例，对全民进行环保节能的教育。
第8章介绍太空超级太阳能发电站研究进展。
　　《太阳能发电技术与应用》读者对象为新能源、电力电子专业技术人员或相关专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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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太阳能发电概述1.1 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发电1.1.1 太阳能太阳能的热能利用和光能利用是
其两个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由太阳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太阳能具有如下优点：①储量巨大；②不会枯竭；③清洁能源；④不受地域限制。
到达地球的太阳能，在大气圈外的太阳光强度为1.3 8kW／m2，其中有30％向宇宙反射，其余的70％可
到达地球。
太阳的寿命据推算达几十亿年，所以太阳能可称为无穷大能源。
由于太阳距地球约1.5 ×108km，故有害的放射能不会对地球产生影响。
此外，太阳能不会产生CO2等有害物质，不会引起地球温暖化，是一种清洁能源。
火力发电或原子能发电所需的燃料常受到地域限制，而太阳台肇不存在地域差别，是一种无所不在的
能源。
在这方面它和计算机的互联网有些相似。
太阳能的缺点是能量密度低、容易受气象条件的影响，不具备蓄电功能等。
因此，对于大容量的太阳能发电装置，需要附加储能设备，例如蓄电池组，或把本阳能发电系统和交
流电网联网进行能量互补。
此外，太阳能发电本身虽然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但太阳能电池、电力电子变换装置的制造过程仍会
产生环境污染，这在综合考虑发电效益时也应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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