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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快速增加，今天，世界已
经开始面临资源枯竭的严峻现实。
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大幅度增加，人类面临地球气候变化等重大环
境问题。
人们寄希望于生产技术与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各国在重视开发和利用高效、节能技术的同时，努力改善能源结构，寻求化石燃料的替代能
源，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以及地热能等不会因人类的开发利用而减
少，称为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发电是可再生能源应用的一种主要形式。
可以说，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又是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其开发利用不仅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而
且具有显著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本书对可再生能源及其发电技术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是作者在多年教学经验和科研实践的基础上，
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后编著而成。
全书共分7章，第1章对可再生能源及其发电技术的发展现状和展望做了简要的介绍，从第2章到第7章
详细介绍了各种可再生能源及其发电技术，包括太阳能及其发电技术、风能及其发电技术、生物质能
及其发电技术、小水力发电技术、海洋能及其发电技术以及地热能及其发电技术等。
在介绍各种可再生能源及其发电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应用实例的同时，力求反映出各领域的
最新技术成果和发展动向，以及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方针政策，以启发和激励读者在可再生能源
发电领域的研究和创新。
本书由姚兴佳教授、刘国喜教授、朱家玲教授、袁振宏研究员、张亮教授、王益全教授、姚建曦副教
授等共同编著，王士荣、刘颖明、王晓东、周洁、张雅楠、刘月等收集、整理了部分参考资料。
各章节分工如下：前言、第1章和第3章的3.1 节、3.2 节、3.3 节、3.4 节和3.8 节由姚兴佳编写，第2章由
姚建曦编写，第3章的3.5 节、3.6 节、3.7 节由王益全编写，第4章由袁振宏编写，第5章由刘国喜编写
，第6章由张亮编写，第7章由朱家玲编写，最后，全书由姚兴佳教授审阅并定稿。
编写本书过程中所参考的主要著作和论文已列入书后的参考文献，以便读者进一步查阅，对于这些文
献作者对本书的贡献，谨致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可再生能源及其发电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全书共分7章，第1章对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及其发展现状和展望做了简要的介绍，从第2章到第7章详
细介绍了各种可再生能源及其发电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小水电、海洋能以及地热能
等。
    在介绍各种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应用实例的同时，力求反映出各领域的最
新技术成果和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方针政策，以启发和激励读者在可再生能源发
电领域的研究和创新。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新能源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阅读和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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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物质能发电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将生物质气化，产出可燃性气体，以这种气体为燃
料，通过内燃机一发电机或锅炉一汽轮机一发电机或燃气轮机一发电机来发电。
（2）将木质原料（或秸秆）处理后，投人锅炉燃烧生产过热蒸汽，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3）生物质经过厌氧发酵产出沼气，以沼气为燃料进行发电。
（4）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生产出过热蒸汽，用汽轮机一发电机来发电。
使用现代技术将生物质气化，进而实现热电联产，是一个最有前途的生物质能现代化利用的方式。
生物质气化所用的炉型有固定床和流化床之分，一般前者规模较小，后者规模较大。
生物质气化发电发展较快的地区是欧洲、巴西和美国。
世界上有些生物质气化发电站单站发电量已远超出兆瓦，如巴西31.9 MW、意大利11.9 Mw、英国8Mw
、丹麦7.2 Mw、瑞典6Mw、美国5Mw。
生物质直接燃烧发电技术是生物质发电的主流技术。
将经过机械处理的生物质作锅炉燃料来发电，其工艺流程与燃煤发电基本类似。
生物质发电所用的原料种类很多，如林业采伐的枝桠、不能成林的树木、木材加工厂和造纸厂的废弃
物、稻壳、蔗渣、农作物秸秆等，可以单独燃用，也可以与煤混合燃烧。
直接燃烧生物质发电技术开发比较好眵国家，有美国、巴西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其中美国处于领先地
位。
美国在1980年以前，只有2个用木质燃料发电的厂家，10年之后，生物质燃料发电厂发展到1000多个，
总装机容量达9000Mw，其中加州WS能源公司木材发电厂的装机容量为50MW，每天燃用2000t左右废
木料。
生物质厌氧发酵生产气体燃料——沼气，沼气可以单独燃烧发电，也可以与柴油混烧发电。
生产沼气的主要原料是畜禽粪便、工农业排放的有机废水和农作物秸秆等。
世界有许多国家在处理畜禽场粪便和各种有机废水的同时，利用沼气作燃料发电，开发最好的是德国
。
2000年，德国彻底修订并实施了“可再生能源优先权法案”，对用沼气发电输送到公用电网的电力补
偿大大增加，沼气发电上网价格比火电上网提高25％，而沼气发电上网的增值税实行全额退税。
该年统计，德国已拥有800多个平均装机容量达60kw的沼气发电装置，总装机容量达48Mw。
欧洲的多数国家都开展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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