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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全球面临能源紧缺、气候变暖等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向人们介绍如何寻找和利用清洁能
源技术的抛砖引玉之作。
其主要内容包括太阳能、风能、热能、振动能、海洋能，以及其他能量如人体动能、生化能等能量的
存在形式、基本特点、采集原理及分类、能效分析、应用案例及其最新发展技术状况等。
为力求实用，还介绍了一些相应的电源变换、充电控制电路等方面的知识。
全书除包含作者多年研究成果外，还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反映了当今国内外该领域的最前沿技术
。
《新型环境能量采集技术》可供科研人员、工程应用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研究生、本科
生的教学参考书。
对于政府决策人员，《新型环境能量采集技术》也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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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仁文，1966年生，湖南平江人，工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先后赴德国、荷兰、比利时、印度、美国、韩国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2009年-2010年为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教授。
先后任中国航空工业测控技术发展中心理事、江苏省仪器仪表学会在线监测委员会委员，电子工程师
杂志社理事等职，主持或参加国家自然基金重点课题、863、973、重大专项等项目30余项，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11项。
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容闳科技教育奖、天奇股份奖教金各1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
项。
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70余篇。
主要从事环境能量收集与利用、网络／无线传感器、智能监测与控制、智能结构方面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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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波浪的传播与变化（1）折射：当风区内的风开始平息，或风浪离开风区传到远处，
这时的波浪转为涌浪，它的波面比较平滑，波峰宽度和波长比较大，遵循上述深水波的传播规律。
当波浪进入浅水区，波浪要素将发生变化，由于水深的影响，波长变短，波速变慢，波向发生转折，
出现折射现象。
在海岸附近，无论风向如何，靠岸边的波浪总是大致为正向传播对着岸边，波峰线平行于近海面一排
排地传来，就是波浪折射的原因。
（2）反射：波浪在传播过程中遇到陡峭的岩石或人工建筑物，其全部或部分波浪还被反射成反射波
。
反射波具有与入射波相同的波长和周期，但其波高的大小则随反射波能量的大小而定。
（3）绕射：波浪在行进途中遇到建筑物或岛屿，除了发生反射现象外，部分波浪还将绕过建筑物或
岛屿继续传播，并在建筑物或岛屿后面扩散，绕射后同一波线上的波高不相等，但波长和周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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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环境能量采集技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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