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中国能源、环境与石油工>>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1世纪中国能源、环境与石油工业发展>>

13位ISBN编号：9787502137823

10位ISBN编号：7502137823

出版时间：2002-6

出版时间：石油工业出版社

作者：贾文瑞　等著

页数：376

字数：61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中国能源、环境与石油工>>

内容概要

本书以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为目的，深入论述了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
策，并且以环保和资源可供性为制约，提出了经济可行的能源发展方案。
本书还深入讨论了国内外石油天然气资源利用和发展前景与目标，以及未来50年中国油气生产和消费
的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中国石油工业和企业的发展问题。
　　　　本书可供中高层领导和能源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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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风能开发尽管中国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风能资源，但许多资源集中在远离电力需求中心的地
方，所以实际上它们至今仍没有被利用。
例如，内蒙古有80000平方公里（中国总面积的0.9%）的地方有好的风力资源。
在这些地方使用现代风力机能够提供每年18亿千瓦时的电力，是1993年中国所有资源发电总数的两倍
多。
但内蒙古人口稀少，这些风力资源的微小部分就能满足当地将来的电力需求。
风能作为潜在的主要能源不应被忽视，应建立大的风力发电站，并通过长距离输电线将产生的电传送
到用电中心。
为保持每单位传送电韵低成本，应使用大容量的输电线，且一条特定的输电线应与一容量和能量储存
更大的风力发电站相匹配。
这样，输电线的利用系数得以提高（大于50%）。
实现这一潜能的障碍更多的是制度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所有的技术在商业上都是可获得的，我国
可以迅速地以这种方法发展利用风力资源的工业能力，并证明风力发电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
　　3）地热能开发　　今天，地热能占世界能量供应不到1%。
由于资源基础的限制，地热能尽管发展相当快，它仅仅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并
且从当前的技术水平看，它最后占能源供应的比例也禾会很高。
新技术，特别是干热岩技术，可以扩展地热能的可用性，但现在对于热岩发展水平的预测还十分不可
靠。
然而在那些没有别的选择或其他方法太昂贵或可能破坏环境的地方，通过以合理的成本和产生有限的
环境影响来供应电力或热量，地热能可能是很重要的。
中国有重要的潜在地热资源，并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开发和直接利用，这一点中国居世界领先地位
。
在某些地方地热能可能变得很重要，特别是西藏，那里资源丰富，经济系统脆弱，除了地热、水利和
太阳能外，别的能源不容易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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