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 PPwww. w ul.i ac. cn                    物理

太阳能热电池及其应用专题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概况

陈德明   徐  刚


(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  广州  510640)

摘  要   太阳能是理想的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目前还处于发展时期. 文章对太阳能热利用成熟技术、先

进技术以及当前研究的中心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概述.成熟技术部分主要包括热水器、太阳灶、太阳房等广为人们使用

的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先进技术部分主要阐述了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的高品位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包括太阳能热发

电、太阳能空调制冷、太阳能制氢、太阳能海水淡化及太阳能烟囱发电等; 在当前研究的中心问题部分, 主要论述了解

决太阳能热利用的关键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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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lar energy is an ideal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and its therm alutilization is one of itsmost mi portant

applications. W e review the status of solar thermal ut ilization, including: ( 1) developed technologieswh ich are a-l

readyw idely used all over the world, such as solar assisted water heaters, solar cookers, solar heated building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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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人类对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 常规能源的

日益短缺,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环

境的压力,世界各国为寻求能源安全和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将战略目光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太阳

能是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 具有清洁、无污染、辐射

总功率巨大且取之不尽的优点, 开发和利用太阳能

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类利用太阳能的历史非常悠久,太阳能热利

用的技术也最为成熟. 太阳能热利用的基本方式是

利用光热转换材料将太阳辐射转换为热能. 产生的

热能可应用于采暖、干燥、蒸馏、烹饪以及工农业生

产的各个领域,并可进行太阳能热发电、空调制冷、

热解制氢等.

当前,技术成熟的、广泛应用的太阳能热利用方

式有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及太阳房等,其中以太阳

能热水器的应用最为广泛. 我国太阳能热水器的生

产和应用始于 20世纪 70年代后期, 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热水器生产和消费最大的

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能源危机的压力,人们

更加期望从太阳获取更高品位的能源, 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制氢、太阳能海水淡化等太阳能先进利用技

术已成为当前及未来研究、开发和利用太阳能的主

要方向.由于太阳能资源的分散性、高性能材料的研

究及能量传递等因素影响, 太阳能热利用先进技术

并未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 人类对太阳能热利用的

研究与开发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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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阳能热利用成熟技术

1. 1 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是一种利用太阳辐射能, 通过温

室效应把水加热的装置, 它由集热器、储热水箱、循

环水泵、管道、支架、控制系统及相关附件组成.集热

器是吸收太阳辐射能并向工质 (水 )传递热量的装

置,是热水器的核心部件.根据收集太阳辐射能的形

式,集热器可分为平板型集热器和聚光型集热器两

种.早期的集热器为闷晒式,后来发展成为平板式和

真空管式.集热器担负着两项主要功能,一是吸收太

阳辐射能,二是将热量传递给工质.集热器上的太阳

能吸热材料可分为两类: 非选择性吸收涂层和选择

性吸收涂层.非选择性吸收涂层是指其光学特性与

辐射波长无关的吸收涂层;选择性吸收涂层则是指

其光学特性随辐射波长不同有显著变化的吸收涂

层.

太阳辐射可近似地认为是温度 6000K的黑体

辐射,约 90%的太阳辐射能集中在 0. 3) 2Lm波长

范围内. 而太阳集热器的吸热体一般为 400)
1000K,其辐射能主要集中在 2) 30Lm波长范围内.

因此既有高的太阳吸收比又有低的发射率的涂层材

料,就可以在保证尽可能多地吸收太阳辐射的同时,

又减少热量的损失. 集热器主要的吸收涂层材料有

氧化铁、氧化铜、黑铬、黑镍、铝、碳等.

当前, 国内绝大多数太阳能热水器都采用非承

压的贮水箱,并利用落水法获取热水;而从太阳集热

器使用的舒适性、安全性、易操作性等因素考虑,国

际上太阳集热器普遍采用承压的贮水箱, 并利用顶

水法获取热水.因而承压贮水箱与顶水法取热水已

成为国际上对太阳集热器的一条基本要求, 只有这

样的太阳集热器才能与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等产

品进行竞争.另外,国内大多数太阳能热水器采用单

循环系统,即集热器内被加热的水直接进入贮水箱

提供使用;而国际上家用太阳能热水器尤其是公用

太阳能热水系统普遍采用双循环系统, 即集热器内

被加热的是传热工质, 再经过换热器去加热贮水箱

内的水提供使用 (图 1).因此, 将集热器回路与生活

热水回路分开,已成为国际上对太阳集热器的另一

条基本要求.

1. 2 太阳灶

太阳灶是利用太阳辐射能,通过聚光、传热、储

图 1 承压式双循环太阳能热水系统

热等方式获取热量,进行炊事烹饪食物的一种装置.

太阳灶常用的集热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热箱装

置,另一种是采用聚光装置. 故太阳灶也有两种型

式:箱式灶和聚光灶.

1. 2. 1 箱式太阳灶

箱式太阳灶的工作原理是:当阳光透过玻璃进

入保温箱体后,遇到黑色的吸收体, 光即转变为热.

在物理学上,热的辐射也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形式,主

要为红外辐射,其波长较长,恰好玻璃能阻止长波的

通过,安装双层玻璃,红外辐射就更难透过. 同时,箱

体四周和底部均有保温隔热材料, 也不让热辐射外

逸.换言之,玻璃起了让短波阳光进、不让长波红外

线出的作用.尽管箱体总是要散失一部分热量,但箱

内的温度随着闷晒时间的延续,将会逐渐升温,直至

到达平衡为止.由此可见,这种太阳灶的箱内最高温

度取决于保温材料的优劣.通常采用棉花保温,可达

120e ) 150e 左右,这种温度对于炊事使用已足够

了.若选用更好的保温材料, 则将增加太阳灶的造

价,经济上并不合算. 为了提高箱式太阳灶的效率,

缩短闷晒时间,或防止多云时影响灶温下降,可在箱

侧加装反光镜,增大受光面积;也可在箱底加装金属

油箱 (薄盒 ), 借助油的储热作用, 维持太阳间歇性

照射时箱内的温度稳定.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盖面

玻璃的表面可以加涂一层光谱选择性材料, 如二氧

化硅之类的透明涂料,以改变阳光的吸收与发射,提

高太阳灶的效率.

1. 2. 2 聚光式太阳灶
聚光式太阳灶是将较大面积的阳光聚焦到锅

底,使温度上升到较高的程度,以满足炊事要求. 这

种太阳灶的关键部件是聚光镜, 它不仅有镜面材料

的选择问题,而且还有几何形状的设计问题.最普通

的反光镜为镀银或镀铝玻璃镜, 也有铝抛光镜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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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纶薄膜镀铝材料等. 聚光式太阳灶的镜面设计,大

都采用旋转抛物面的聚光原理. 作为太阳灶使用,要

求在锅底形成一个焦面,才能达到加热的目的.换言

之,它并不要求严格地将阳光聚集到一个点上,而是

要求一定的焦面.确定了焦面之后,我们就不难研究

聚光器的聚光比,它是决定聚光式太阳灶的功率和

效率的重要因素.

1. 3 太阳房

太阳房是利用太阳辐射能量来代替部分常规能

源,使室内达到一定环境温度的一种建筑物.太阳房

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类. 1938年世界上第一幢主

动式太阳房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成. 它是一种能

够控制的采暖方式, 用集热器、贮热装置、管道、风

机、水泵等设备 /主动0收集、储存和输配太阳能.由

于它具有利用太阳热能和节约能源的优点, 从它诞

生的那天开始就十分引人注意. 被动式太阳房最早

是在法国发展起来的. 它主要依靠建筑方位、建筑空

间的合理布置和建筑结构及建筑材料的热工性能,

使房屋尽可能多地吸收和储存热量. 如果所获得的

太阳能达到了建筑物采暖、空调所需能量的一半以

上,就达到了被动式太阳房的要求.

2 太阳能热利用先进技术

2. 1 太阳能热发电

太阳能发电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利用半导体光

伏效应而制成的太阳能电池来发电的方式; 另一种

是太阳能热发电.本文主要论述太阳能热发电方式.

太阳能热发电作为一种太阳能高温热利用技

术,美国、西班牙、以色列、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

俄罗斯等国家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研究,

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 先后建立了几十座太阳能热

发电系统.太阳能热发电大致有三类:槽式线聚焦系

统、碟式系统和塔式系统. 研究成果表明, 太阳能塔

式热发电是最可能引起能源革命、实现大功率发电、

替代常规能源的最经济手段之一, 将完全有可能给

紧张的能源问题带来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目前已经

处于商业化应用前期和工业化应用初期
[ 1]
.

2. 1. 1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的设计思想是 20世纪

50年代前苏联提出的,用于传热的循环介质可以是

水、油、熔盐或液态钠
[ 2, 3]

, 聚光比可达 300) 1500,

运行温度可达 1500e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由定

日镜装置、高温接收器、蓄热装置和发电系统四部分

组成.定日镜负责采集太阳能,接收器负责将采集的

太阳能转化为热能,热能由蓄热装置收集,并由装置

内的工作流体通过热力循环将热能传输至动力设备

(汽轮机或燃气轮机 )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最终将热

能转化成电能.图 2为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实物图.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的特点是: 采用高温熔融盐

来蓄热储能,聚光比高, 容易达到较高的工作温度,

接收器散热面积相对较小, 可以得到较高的光热转

换效率,这种电站的运行参数与高温高压的常规热

电站基本一致,因而不仅有较高的热机效率,而且容

易获得配套设备.

图 2 塔式太阳能热发电站

2. 1. 2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通过槽式聚光镜面将太阳光

聚焦在一条线上,在这条焦线上安装有管状集热器,

以吸收聚焦后的太阳辐射能, 管内的流体被加热后,

流经换热器的加热工质, 借助于蒸汽动力循环来发

电.抛物面可对太阳进行一维跟踪, 聚光比在 10)

100之间,温度可达 400e .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最大

的优点是多聚光器集热器可以同步跟踪, 故跟踪控

制代价大为降低.缺点是:能量在集中过程中依赖管

道和泵,管道系统比塔式电站要复杂得多,热量及阻

力损失均较大,降低了系统的净输出功率和效率.图

3为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实物图.

2. 1. 3 碟式太阳能热发电

碟式太阳能热发电借助于双轴跟踪,抛物型碟

式镜面将接收的太阳能集中在其焦点的接收器上,

接收器吸收这部分辐射能并将其转换成热能. 在接

收器上安装热电转换装置, 比如斯特林发动机或朗

肯循环热机等,从而将热能转换成电能.单个碟式斯

特林发电装置的容量范围在 5) 50 kW之间. 用氦

气或氢气作工质,工作温度达 800e , 斯特林发动机
能量转换效率较高.碟式系统可以是单独的装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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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槽式太阳能热发电站

可以是由碟群构成以输出大容量电力. 图 4为多碟

太阳能热发电系统实物图.

图 4 多碟太阳能热发电系统

2. 2 太阳能空调制冷

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在太阳能热利用中, 不仅有太阳能热水和太阳能采

暖,还有太阳能制冷空调. 从节能和环保的角度考

虑,用太阳能替代或部分替代常规能源驱动空调系

统,正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太阳能空调的最大优点

在于季节性好.夏季太阳辐射强,太阳能空调系统可

以产生更多的制冷量, 正好满足人们夏季对制冷空

调的需求,显著减少常规能源的消耗.

从理论上讲, 太阳能制冷可以通过太阳能电池

板将太阳辐射能转换成电能 (即光 -电转换 ), 利用

此电能来驱动制冷机制冷. 这种制冷原理与普通的

电力制冷无明显差异, 只不过所要消耗的电能来自

太阳能.由于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较低 (商业

化成品在 15%左右 ) ,且制作成本较高 (销售价约每

瓦 40元 ), 目前在经济上不具有可行性, 难以大面

积推广使用.另外, 还可通过太阳能光 -热转换实现

太阳能空调制冷.太阳能光 - 热转换制冷是利用相

应的设备首先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再利用热能作

为外界的补偿,使系统能够达到制冷的目的,即以热

能来制冷.太阳能光 -热转换制冷系统主要分为以

下几种类型:太阳能吸收式制冷系统、太阳能吸附式

制冷系统、太阳能除湿式制冷系统、太阳能喷射式制

冷系统等
[ 4]
.与太阳能光 -电转换技术相比, 在相

同制冷功率情况下, 光 -热转换的成本约为光一电

转换的 1 /5.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工作, 以太阳能吸附

式制冷和吸收式制冷为主.

2. 2. 1 太阳能吸收式制冷

太阳能吸收式制冷是利用两种沸点不同物质所

组成的混合溶液作为工质, 其中沸点高的称为吸收

剂,沸点低的称为制冷剂.常见的吸收一制冷剂有溴

化锂 ( L iB r) -水、水 -氨 (NH3 )两种.以溴化锂 -水

工质为例, 其性质和食盐类似, 易溶于水, 无毒、无

臭,沸点 1265e .

图 5 太阳能吸收式制冷原理图

太阳能吸收式制冷原理如图 5所示:首先利用

太阳能集热装置把水加热, 高温热水在管道中流经

发生器时把热量传递给工质; 混合的液态工质在受

热升温时,由于两种成分沸点不同,沸点低的水就会

大量蒸发, 从而与溴化锂分离; 分离后的制冷剂

(水 )呈气态, 且温度和压力都很高,经冷凝装置冷

却后变成高压低温的液态水; 液态水经过节流阀后

进入蒸发室,因其内压力小,液态水就会急速膨胀气

化,变成水蒸气,气化过程中将大量吸收蒸发室的热

量,从而达到制冷的目的.低温水蒸气就沿管道进入

吸收器.因为水的不断蒸发,发生器内溴化锂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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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浓度不断升高;通过管道把高浓度的溴化锂溶液

引入吸收器,在吸收器内高浓度的溴化锂溶液会大

量吸收从蒸发器流过来的水蒸气而被稀释, 同时可

使蒸发器内压力降低; 稀释后的溴化锂溶液只需用

一个功率很小的泵送回发生器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制

冷循环.

2. 2. 2 太阳能吸附式制冷
太阳能吸附式制冷系统由吸附床、冷凝器、蒸发

器和节流阀等构成,如图 6所示: 工作过程由热解吸

和冷却吸附组成,基本循环过程是利用太阳能或者

其他热源, 使吸附剂和吸附质形成的混合物 (或络

合物 )在吸附床中发生解吸, 放出高温高压的制冷

剂气体进入冷凝器, 冷凝出来的制冷剂液体由节流

阀进入蒸发器.制冷剂蒸发时吸收热量,产生制冷效

果,蒸发出来的制冷剂气体进入吸附发生器,被吸附

后形成新的混合物 (或络合物 ), 从而完成一次吸附

制冷循环过程.基本循环是一个间歇式的过程,循环

周期长, COP值低,一般可以用两个吸附床实现交

替连续制冷,通过切换集热器的工作状态及相应的

外部加热冷却状态来实现循环连续工作.

图 6 太阳能吸附式制冷原理图

与蒸汽压缩式制冷相比, 太阳能制冷技术目前

不是很成熟,但是因为其环保节能的特点,决定其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制约其广泛应用的主要原

因是成本较高.太阳能制冷要降低成本,一方面要大

力开发高效太阳能集热板, 提高热力学性能,另一方

面,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另外, 太阳能制冷有多种

形式,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各种不同形式的制

冷系统都多少存在着不足,所以限制了太阳能空调

制冷技术的广泛应用. 如何进一步提高系统的运行

效率,以及各种制冷循环的联合运行都是将来研究

的重点领域.

2. 3 太阳能制氢
氢是一种理想的二次能源,具有清洁、无污染、

效率高、重量轻和储存及输送性能好、应用形式多等

诸多优点,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工业制氢方法主要是

以天然气、石油、和煤为原料, 在高温下使之与水蒸

气反应而制得,也可以用部分氧化法制得.这些制氢

方法在工艺上都比较成熟, 但是由化石能源 (天然

气、石油、煤 )和电力来换取氢能, 在经济上和资源

利用上并不合适.

太阳能是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廉价、资源

丰富、清洁、无污染的优点, 利用太阳能制氢是能源

利用的最理想的方式之一. 太阳能制氢的方法主要

有:直接热分解法、热化学循环法、光催化法以及光

电化学分解法.直接热分解法需要 2500K以上的温

度,设备要求高,价格昂贵. 光催化及光电化学分解

法虽然结构简单, 耗能低, 但目前转化效率还较低,

仍处于研究阶段.热化学循环法主要是利用化学材

料的特性,在一定的温度下分解水或碳氢类化合物

而获得氢气的方法,该方法优点是氢气转化效率较

高,能耗较低, 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2. 3. 1 热化学循环法

为了克服直接分解法需要非常高的温度的缺

陷,科学家采用热化学循环法来降低反应温度.热化

学循环法制氢的研究在 20世纪 60年代广泛兴起,

于 1974年到 1986之间达到高峰,之后虽然减少, 但

是仍然在不断进行.

早期热化学循环采用多步进行,工艺复杂,成本

高,后来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两步热化学循环法的

研究.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概念和工艺简单, 而且不

使用氢气分离装置.与此同时,两步法由于涉及的反

应阶段少,因而它更有利于原料和热力学的可逆循

环,它的总体效率也会比较高.两步热化学循环法中

多使用金属氧化物的氧化还原反应.金属氧化物先

在高温下吸热分解生成金属或低价金属氧化物, 然

后它们在第二步放热反应中作为还原剂被氧化. 使

用较多的金属氧化物有 ZnO /Zn、Fe3O4 /FeO, N i0. 5

Mn0. 5 Fe2O4 /N i0. 5Mn0. 5 Fe2O4- D
[ 5]
, 反应温度一般在

700) 1000e .当前, 另一个研究热点是乙醇催化制

氢
[ 6]
, 它的反应温度进一步降低, 可以降到 300)

600e .

2. 3. 2 光电化学分解法

光电化学分解法制氢是通过由光阳极和对极

(阴极 )组成的光电化学电池完成的. 光阳极通常为

光半导体材料,受光激发可以产生电子 -空穴对.在

电解质存在下,光阳极吸收光能后,电子被激发到半

导体导带上,并通过外电路流向对极,水中的质子从

对极上接受电子产生氢气. 图 7是太阳能光电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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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制氢原理图, 它包括一个光阳极 (一般是金属

氧化物 )和阴极 (一般是 Pt), 在电解液中,氧化和还

原反应分别在阳极和阴极发生.

图 7 太阳能光电化学电池制氢原理图

光电化学分解水制氢的转换效率原则上取决于

电极的材料,但通过电极 /电解液界面电位的修饰,

可以有效地防止电子 -空穴的复合, 从而能够有效

地提高效率
[ 7]
. 要使分解水的反应发生, 最少需要

1. 23V的能量,现在最常用的电极材料是 T iO2,其禁

带宽度为 3eV, 把它用作太阳能光电化学制氢系统

的阳极,能够产生 0. 7) 0. 9V的电压, 因此要使水

裂解必须施加一定的偏压
[ 8 ]
.

2. 3. 3 光催化法

光催化制氢的实质就是在水中加入光催化剂,

通过这些物质吸收光能并有效地传给水分子,使水

发生光解.当能量大于半导体禁带宽度的光照射到

半导体材料上时,电子吸收光的能量由价带跃迁到

导带,从而在半导体内产生电子和空穴,电子和空穴

由半导体内部迁移至表面, 在表面产生反应活性,与

周围的氧和水反应产生活性氧, 如图 8所示.这些活

性氧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可用于环境净化、光催化分

解水制氢等.

图 8 光催化制氢原理图

半导体光解水制氢的研究比较成熟, 主要经历

了以 T iO 2、过渡金属氧化物、层状金属氧化物和能

利用可见光的复合层状物为光催化剂制氢的阶段.

和光电化学池比较, 半导体光催化分解水制氢的反

应大大简化,但通过光激发在同一个半导体微粒上

产生的电子 -空穴对极易复合. 因此如何提高这种

方法的太阳能转化效率, 如何实现半导体材料的化

学循环,以及如何寻找高效的光催化剂等成为当前

研究的重点问题.

2. 4 太阳能海水淡化
地球上的海水资源非常丰富, 97%的水都在海

洋里,而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淡水.为了解决淡水资源

缺乏的问题.很久以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把目光

投向了海洋.如果能从海水中成功地分离出淡水,那

么就能解决淡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利用太阳能进行

海水淡化是一条廉价有效的途径.

太阳能海水淡化主要有两种方法: 太阳能蒸馏

淡化技术和太阳能反渗透淡化技术
[ 9 ]
.太阳能蒸馏

淡化技术主要是指从太阳能采集热量, 使海水 (或

介质淡水 )加热, 最原始的是顶棚式太阳能蒸馏装

置,其结构简单,但占地面积大,产水率一般为 2) 4

kg /m
2 # d, 太大的设施会带来在施工和抗大风问

题.因此, 如何充分利用冷凝过程的潜热提高造水率

是非常必要的,只是太阳能是稀薄、低密度的能源,

将传统的多级闪蒸、低温多效蒸馏应用到太阳能海

水淡化中必须解决海水的进口温度、流量等技术问

题.利用太阳能热扩散多效蒸馏,每平方米日照面积

产水量可超过 30 L.

反渗透海水淡化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是需要有

驱动高压泵的电能.利用太阳能电池的光伏发电技

术,使反渗透法能够在无商用电源或电力紧张的地

区 (特别是海岛和沙漠地区 )淡化海水、苦咸水成为

可能.

2. 5 太阳能烟囱发电
太阳能烟囱发电的构想是由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的 Jorgan Sch laich教授于 1978年提出的
[ 10]
. 1982

年,德国政府和西班牙一家电力公司合作,在西班牙

的 Manzanares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太阳能烟囱发

电站.

太阳能烟囱发电系统由太阳能集热棚、太阳能

烟囱和涡轮发电机组 3个基本部分所构成
[ 11 ]
,如图

9所示. 太阳能集热棚建设在一块太阳辐照强、绝热

性能比较好的土地上;集热棚和地面有一定的间隙,

集热棚采用透光性能好且隔热的材料制成. 用来吸

收太阳辐射能量使棚内空气温度升高;集热棚中间

离地面一定距离处装着烟囱, 在烟囱底部装有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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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位于集热棚中央的烟囱, 高达数百米至上千米,

在烟囱的抽吸力和集热棚内热空气压力的联合作用

下,烟囱引导集热棚内空气形成强大气流,驱动涡轮

机带动发电机发电,并且可以让周围空气进入系统;

太阳光照射集热棚, 集热棚下面的土地吸收透过覆

盖层的太阳辐射能, 并加热土地和集热棚覆盖层之

间的空气,使集热棚内空气温度升高,密度下降,并

沿着烟囱上升,集热棚周围的冷空气进入系统,从而

形成空气循环流动.由于集热棚内的空间足够大,当

集热棚内的空气流到烟囱底部的时候, 在烟囱内将

形成强大的气流,利用这股强大的气流,推动装在烟

囱底部的涡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图 9 太阳能烟囱发电原理图

太阳能烟囱发电技术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尽管

第一座太阳能烟囱发电站由于集热棚发生故障,已

经停止发电 , 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却是无穷

的.国内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座小型太阳能烟囱发

电装置也已经建成, 该装置烟囱高 8 m, 集热棚直径

为 10m. 该发电装置已经运行了两年多的时间,积

累了许多运行和相关研究的数据.

3 太阳能热利用中心问题

3. 1 跟踪聚焦技术
太阳能是一种低密度、间歇性、空间分布不断变

化的能源,与常规能源有很大的区别,这就对太阳能

的收集和利用提出更高的要求. 目前得到广泛应用

的太阳热水器,一般只能满足人们的洗浴要求,属于

太能的低温热利用, 无法提供工业应用上的高温热

水及蒸汽等.为了满足人们对太阳能利用更高的要

求,使太阳能集热器更有效地吸收太阳辐射能和获

得高温热能,集热器须采用聚焦、跟踪等技术.

使用太阳跟踪系统, 可以使太阳光始终垂直照

射在接收面,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将大大增加. 例如,

对于完全相同的平板, 与太阳辐射方向垂直的表面

和朝南铅直方向的固定表面,一天中两者接收到的

太阳辐射的比值大约是 3: 1.相同条件下,自动跟踪

发电设备要比固定发电设备的发电量提高 35%, 成

本下降 25% ,因此在太阳能利用中,进行跟踪是很

有必要的.目前,已有多种太阳跟踪装置, 但大多造

价高、结构复杂, 而未能广泛应用. 结构简单、成本

低、跟踪过程不必人工干预,而且在天气变化比较复

杂的情况下,系统也能正常工作的太阳能跟踪系统

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使用太阳能聚焦装置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太阳

辐射强度,节省吸热材料, 提高热利用效率. 太阳能

聚焦技术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空调、太阳能光伏发电、

太阳能热发电、光电化学、太阳能制氢等领域, 是未

来中高温太阳能利用研究的重要方向.太阳热利用

中广泛采用反射式聚光集热器, 主要包括点聚焦方

式 (碟式、定日镜 )、线聚焦 (槽式 )等.线聚焦温度一

般可以达到 200) 400e , 点聚焦可以达到 800)

1500e .现在这两种聚光集热器完全能满足各种中、
高温太阳能利用的要求, 但由于造价高,限制了它们

的广泛应用.

3. 2 辐射吸收材料
太阳辐射吸收材料是太阳能热利用中的关键部

分,它承担着太阳辐射能的吸收和热传导双重任务.

当前,人类太阳能热利用的多数研究成果仅限于低

温应用 ( < 100e ) ,特别是国内更是如此. 随着能源

短缺问题的日益突出, 人类已开始把目光转向更好

品位的太阳能的热利用上 ) ) ) 太阳能中高温利用,

通过聚焦装置, 使太阳能热利用温度达到 200e 以
上,甚至上千度.中高温吸热材料的研究是太阳能中

高温热利用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光学性能稳定、耐

候性强 (受气候影响小 )、制备工艺简单、对环境无

污染、成本低廉、能适合中高温度使用的新型太阳选

择性吸收涂层成为当今太阳能热利用研究的重要目

标和发展方向.

在太阳能中高温选择性吸收涂层领域,金属陶瓷

薄膜是一种新型的太阳能选择性吸收涂层,它是将纳

米尺度的金属粒子镶嵌在氧化物、氮化物等陶瓷基体

中,制成单层或多层的纳米薄膜材料, 获得优良的光

学性能,同时还可兼具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性能,将这

类具有优良光学性能的新型功能薄膜材料应用于太

阳能领域必将极大地推动太阳能行业的飞速发展.

3. 3 传热技术

如何高效率地将吸收的太阳辐射能以热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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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至用户使用是太阳能热利用的关键问题之一.太

阳辐射能转换成热能利用的能量传递过程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太阳辐射能转换成热能利用的能量传递过程

辐射吸收材料即选择性吸收涂层一般沉积在导

热性能良好的金属材料上, 比如铜、铝、不锈钢等.太

阳辐射能所转换成的热能一般通过中间工质传输至

用户端,比如太阳热发电一般采用导热油、熔盐、空

气等工质吸收并传输热能给水和水蒸气, 水蒸气推

动汽轮机并带动发电机发电,将热能转换成电能.中

间热传输工质的选择对太阳热利用效率具有重要的

影响.

在太阳热发电系统中, 传热的循环工质水、空

气、油、熔盐等由于水、油作为高温吸热载体的热机

效率很低, 而钠遇空气和水容易着火, 空气的热容

小,故目前常用的高温吸热载体主要是熔盐.但是通

常熔盐的熔点较高
[ 12]
, 其工作温度范围很窄, 为了

防止熔盐凝固需要浪费很大的常规能源, 而且熔盐

的传热系数较小,热效率不理想.所以寻求性能更加

优越的高温吸热、传热载体成为太阳能热发电研究

的重要内容和方向.

4 结论

太阳能热利用是人类太阳能利用开发中一个重

要内容,在最近几十年里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诸多

技术日趋成熟并形成了产业. 目前,太阳能热利用正

朝着高技术、高品味、大规模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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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新闻和动态#

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统计分析

大多数的气象模型是将大气作为一个复杂的流体力学体系,首先用大气温度并加上树轮、气象记录等数据建立起动力学

方程, 再利用差分法去解这个方程.这些计算表明,地球的温度将会持续地上升.但有些气象学家们怀疑, 在这个计算过程中,

把人类活动的人为因素过份地夸大了.因为在三维格点模型中引用了粗粒化的计算, 有可能忽略了大气云层的作用, 而云层

却会加大或缩小地球温度的变化 .为此,德国 H e idelbe rg科学院的 P. Verdes博士不采用气象模型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 他

直接利用过去 150年的气象记录进行统计分析.他通过三个主要参数来考虑地球温度的变化 ,一是温度的反常, 二是火山的

活动, 三是来自太阳的热能.他的研究方法是利用非线性时间序列的动力学过程, 在分析时,认为火山的活动和接收的太阳热

能是影响地球表面温度变化的内在因素,同时存在着另一个外界的趋动力 (如人类的活动 ). 首先他假定外界趋动力为零, 同

时选择一个生成函数去匹配计算数据 .然后再将外界趋动力取为非零值来逐步提高计算值与实际数据间的吻合. 计算表明,

一个非零值的趋动力能很好地符合实际数据.这又一次证明在地球温度变暖的过程中, 人类活动的人为因素是不容置疑的重

要原因. 他的研究必将对国际社会应如何面对今后地球变暖的问题给出一定的启示.

(云中客  摘自 Physica l Rev iew Letters, 24 Ju l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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