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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快速步入小康水平。
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日益凸显，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对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增加
。
与此同时，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使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各种污染物排放大大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压力持续加大。
各类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生态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水、大气、土壤等污染十分突出，
生态破坏范围不断扩大，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而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密切相关。
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搞好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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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节能减排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对目前行之有效的、有推广前途的发电厂节能及减排技术进行了全面介绍。
在节能技术方面，在对发电厂基本理论和主机、热力系统及辅机节能技术介绍的同时，重点论述了洁
净燃烧技术及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在减排技术方面，重点介绍了发电厂三废减排及治理技
术，对实现污染物资源化和发电厂的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本书可供发电厂专业技术人员、运行和管理人员及电力设计院的专业技术人员，政府有关管理人员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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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节能技术第一章电厂的节能技术及发展方向第一节我国电力生产的现状一、我国电力生产现状
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排世界第7位，能源资源量约为4万亿吨标准煤（tce），居世界第3位。
从常规能源资源总储量来看，水能资源蕴藏量丰富，可开发装机容量为3.78亿千瓦，经济可开发装机
容量为2.9亿千瓦，居世界第1位；煤炭保有储量为10024.9亿吨，经查可开采储量893亿吨，探明储量居
世界第3位；石油的资源量为930亿，探明储量居世界第10位；天然气资源量为38亿立方米，探明储量
居世界第18位。
铀储量可供4000万千瓦核电站运行30年。
将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可开发水能资源折算成标准煤量计，全世界常规能源资源总量为1.45万亿吨
标准煤。
其中，我国能源总量约为1551亿吨标准煤，占世界资源总量的10.7％。
另外，我国新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丰富；风能资源量约为16亿千瓦，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为2.54亿
千瓦；地热资源的远景储量为1353.5亿吨标准煤，探明储量为31.6亿吨标准煤；太阳能、生物质能、海
洋能等储量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由于人口众多，就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而言，我国的一次能源又非常匮乏。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已探明煤炭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11％，石油探明储量仅占世界的2.4％
，天然气的探明储量更是仅占世界的1.2％。
人均常规能源资源占有量为135吨标准煤，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264吨标准煤的1/2，石油仅1/10，天
然气所占比例更低。
据专家估计，我国煤炭剩余可开采出储量为900亿吨，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23亿吨，天然气剩余可采储
量为6310亿立方米。
人均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将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限制因素。
2006年，全国发电设备容量达到62200万千瓦，比上年增长20.3％。
其中，水电增长9.5％，火电增长23.7％，火电设备容量达到48405万千瓦，占总装机的77.82％。
全年发电量达到2834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3.5％，为历史最高。
火电发电量2357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83.17％。
发电量和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2位，同时技术装备水平也在稳步提高，技术经济指标逐步改善。
全年累计平均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为5221h。
其中，水电发电量增长5.1％，主要得益于三峡等大型水电机组陆续投产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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