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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无论如何强调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意义都不过分。
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由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而支撑的能源系统带来的一系列威胁：资源枯竭、环境污
染、生态恶化、气候变化、贫富不均，直至由于能源问题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地区之间的冲突、纠
纷不断，直至战争。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具有资源可持续、清洁、分布均衡等特点，必将成为未来可持续能源系统的支柱
。
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发展。
在能源方面，我们既需要充足的能源供应以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国
内资源和环境的威胁，国际社会温室气体减排的压力。
因此，国家把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作为长期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制订了以《可再生能
源法》为基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几年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广阔的前景正日益显现出来。
清华大学长期致力于能源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形成了新型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以及
新能源战略和政策等领域的新能源科研和教学体系，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科技成果。
以这些科研和教学经验为基础，并吸收了国内外同行的大量研究成果，在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支持下，
几位教师编写了这套新能源丛书。
丛书按能源种类分册，内容涉及发展新能源的战略和政策，各类新能源资源核技术的特点、技术和产
业发展现状、未来的发展趋势展望等。
丛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从中可以较清晰地了解发展新能源的意义，各种新能源技术的基本原理和
发展路线、发展前景等，对于广泛和系统了解和认识新能源，这是一套很好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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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新能源材料的基础与应用。
具体内容包括：绪论，新型储能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燃料电池材半斗，太阳能电池材料基础与应
用，其他新能源材料。
本书是新能源材举斗领域综合和前沿知识的论述。
基础理论描述清晰而精炼，突出新能源材料领域涉及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推动新能源学科的发展，促
进新能源技术与工程的研究。
     读者对象：从事新能源利用行业的科研、技术、管理人员；高校相关专业师生可以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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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材料的制备为了适合将来的大规模生产需要，通过煅烧制备出纳米无机ZrO2，将纳米颗
粒进行表面处理后，通过3种方式制备ZrO2一硬脂酸系纳米复合相变储能材料，一是在水浴方式下将
熔融的硬脂酸加入到无机盐中，二是在乳浊液状态下搅拌促使无机纳米颗粒对硬脂酸进行吸附，三是
在喷雾状态下混合有机无机颗粒。
然后可以采用静压制备块体材料，封装成能应用的相变储能材料模型，分析测试其可能的储能性质。
实验采用直接混合法制备氧化锆一硬脂酸系相变储能材料。
为使氧化锆尽量吸附多的硬脂酸，实验对部分氧化锆采用了预处理工艺。
预处理工艺的方法为：向氧化锆中加入少量硬脂酸，并在四氯化碳、无水乙醇和氯仿的混合溶液中
以50℃恒温加热并搅拌3h。
由于硬脂酸在80℃以上会熔化并挥发，所以所有样品均为自然干燥。
且样品中硬脂酸的加入含量皆为23.08％。
（2）DTA的热容因子（HCF）模型为了能够更直观地表现所制备的复合材料的热性能，需要将DTA
的过程理想化为模型。
首先，由于进行分析的材料质量非常小（几十毫克），与整个热天平的环境相比可以被忽略不计；其
次，实验过程中热天平的环境温度为线性上升，所以假设环境的升温速率不受样品影响，保持恒定的
升温速度。
另外，为了保证热天平环境的恒定，假设该环境为封闭环境，即不与外界产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由于环境的升温速率恒定，并且复合材料对环境的影响忽略不计，则可假设测试仪器对热天平环境以
恒定功率P进行加热。
由于环境未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所以热天平环境在每个测试周期中吸收的热量是一定的，于
是可知复合材料所吸收的热量也是一个定值。
仪器的测试工作周期为4s，在4s环境温度变化为1／3℃，对于整个过程来说是个非常小的温度变化。
所以可以在此近似地把4s内复合材料的温度变化看作为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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