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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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能概论》主要介绍了人类对风能利用和认识风能的历程，风的本质及其表征，风力机概论，
风力发电系统，最后介绍了我国及全球的风电技术、产业、政策发展趋势和展望。
《风能概论》在编写中力求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使读者对风能有一个总体的、全面的了解。
　　读者对象：从事风能利用行业的科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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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或气流与上面讲的空气的不规则运动不一样。
风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的空气总体朝着一个比较固定的方向运动，而且要达到一定的速度。
例如在夏天，人们为赶走暑热，都要拿起扇子扇扇，或打开电扇，于是就产生了风。
这是因为扇子和电扇的扇叶驱赶着它们周围的空气向一个方向流去的结果。
用比较确切的话说，在某种力的作用下，一定范围的空气总体朝着一个比较固定的方向流动，并且达
到一定的速度（人或仪器可以感觉出来的速度），这种空气的流动就是风。
　　空气由大量不断运动着的分子组成，分子之间总是存在间隙，内部的质量分布也不连续，之间的
碰撞又完全随机。
从微观的角度上看，流体物理量的分布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不连续的。
但从2.1节可以看出，从分子运动论可以直接推导出多个非常重要的宏观参量，这些宏观参量的时间和
空间尺度远大于分子平均碰撞频率和分子平均自由程，因而从宏观上呈现出稳定和连续的特征。
　　从流体运动的角度，人们感兴趣的方面越发侧重于宏观特性，即大量分子的统计平均特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基本不以分子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引进流体的连续介质模型。
该模型适用于特征尺度远大于流体质点特征尺度的问题，对于我们关注的风的问题，这个条件是能够
满足的。
　　用流体力学作为了解及把握空气流动的重要理论工具，最初的研究侧重于简单的理想流体。
这里提到的理想流体被定义为没有黏性的流体，与热力学中的理想气体在概念上截然不同。
　　2.1节中提到的理想气体是指满足理想气体状态方程（2-1）的气体，但理想气体不一定没有黏性
。
事实上，由于气体分子在做永不停息的热运动，频繁不断的碰撞和掺和使分子之间不停地交换能量和
动量，其中的一种体现就是黏滞现象。
黏性是所有真实流体的固有特性。
　　真实气体都是有黏性的，但黏性的存在给流体运动的数学描述和处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人们在处理空气动力学问题时，往往首先用黏性系数为零的所谓理想流体来代替真实流体，以便较为
清晰地揭示流体运动的主要特征，然后再根据需要考虑黏性的影响。
理想流体是人们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真实流体所作的抽象假设。
为了避免概念混淆，人们将既符合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又符合无黏假设的气体称为完全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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