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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利能与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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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科技迅猛发展 ，能源在工业生产与民用生活中消耗量日益增大。我国的不尽合理的产 

业结构导致能源利用率很低，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3～4倍，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 30％左右，提高 

能源利用率和节能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我国常规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战胜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 

半，能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按 目前开采能力和探明储量计算，我 国煤炭可开采使用 150年，而石油仅 20 

～ 30年，所以当今必须重视研究能源发展的新思路和模式，开发可再生能源势在必行。未来的世纪，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逐步发展并最终成为主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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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们进行生产和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 

础，自 1973年能源危机以来 ，人们对能源的重要性认 

识越来越深入。石化燃料是当今的主要能源，其大规 

模开发和利用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和污染物、温室气 

体的排放。国内外许多专家指出，现行的能源生产、使 

用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重视研究能源开发和利用 

的新思路和新模式u 。 

石化燃料的不再再生和引发的不断恶化的生态环 

境促使人们努力研究节能技术和开发新的能源。节约 

能源，努力提高能源利用率是当务之急。各地区、各行 

业都要制定节能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计划，把节能降 

耗、开发可再生能源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 

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任务 。 

1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及利用 

能源生产和消费所引发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已受到 

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且纷纷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 

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以及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其中 

主要的两条措施。 

广泛采用节能措施和高能效技术可以减少污染物 

的排放，而且可以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生产成本。我国 

的节能潜力很大 ，目前能源利用率仅 32％左右，与发 

达国家相比(利用率为50％)，约有 3．3～4×l0g吨标 

准煤的节能潜力。 

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大力 

开发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不会随人类的开发 

利用而衰竭的能源，如风能、太 阳能、生物质能、小水 

电、海洋能、地热能等。我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 

源和良好的开发利用前景。 

1．1 太阳能资源 

每年地面接收的太阳能约为 1．8×10博kW·h。我 

国各地的太阳辐射年总量大约在 3．3×l06～8．4106 

ld／m~，相当于 1．7×l0s吨标准煤，比我国当前的年能 

源消耗总量高 3个量级 。 

我国太阳能资源分布的基本特点是：西部多于东 

部，南部大都少于北部(除西藏、新疆外，纬度低的地区 

反而比纬度高的地区少)。四川盆地的西南部和贵州 

北部是全国的低值中心。从内蒙古西部经宁夏北部、 

甘肃西北部和新疆南部到青海、西藏形成一条东北一西 

南的宽带，是我国太阳辐射年总量高值区(6．3×l06 

kJ， )，而在西藏高原的南部则达到最高值(9．2×106 

kJ，m2)。我国太阳能资源的详细分布情况见表 1。该 

表中 1、2、3类地区是我国太阳能资源比较丰富区，面 

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2／3以上，具有良好的利用条件。 

太阳能资源数量巨大，每年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能相当于1．3×10M吨标准煤，即约为目前全世界年消 

费各种能量总和的 2×l04倍。但是具有分散性，太阳 

辐射密度低。平均说来，北回归线附近夏季晴天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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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阳辐射强度最大，约为 1．1～1．2 kW／m~，即投射到 

地球表面 1 rn2面积上的太 阳辐射功率仅为 1 kW左 

右。因此，想要得到一定的辐射功率，需要较大的接受 

面积，从而使成本增加。而且太阳能具有间断性和不 

稳定性，受到昼夜、季节 、地理纬度以及晴阴云雨等随 

机因素的影响。为了使太阳能成为连续、稳定的能源， 

就必须解决蓄能问题 ，即把晴朗白天的太阳辐射能储 

存起来，供夜间或阴雨天使用。 

1．2 风能及其利用 

人类使用风能的历史已有千年，据估算 ，太阳辐射 

到地球的能量中，约有 1％转化为风能。每年可利用 

的风能约 3×10 kW·h，这些能量的 1％就相当于目前 

全球每年消耗的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总和。我国风 

力资源较丰富。据估计，我国风能储量为 2．2×10 

kW·h以上，大体可分为 4个区，即：风能丰富区、较丰 

富区、可利用区和风能欠缺区。 

风能丰富区，有效风能密度 >200 w／d·a，可利用 

小时：风速 >3 m／s时为 5 000～6 000 h，风速 >6 m／s时 

为 3 500 h以上。主要包括东南沿海及台湾等岛屿和 

南海群岛，海南岛西部及广西涠洲岛，山东、辽东沿海， 

内蒙北部西端和锡盟，内蒙阴山到大兴安岭以北的松 

花江下游。 

风能较丰富区，有效风能密度为 150～200 W／rn2， 

年可利用小时：风速 >3 m／s时为 4 000～5 000 h，风速 

>6 m／s时为 2 000～3 500 h。包括东南沿海(离海岸 

20～5O公里)，海南岛东部，渤海沿海 ，台湾东部 ，东北 

平原，内蒙南部，河南走廊，新疆北部，青藏高原。 

风能可利用区，有效风能密度为50～150 w／ ·a，可 

利用小时数：风速>3 m／s时为 2 0130～4 0130 h。包括福建 

沿海，广东沿海，广西沿海。雷州半岛，大小兴安岭山地， 

辽河流域，苏北，黄河，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西北 

五省一部分及青藏东部和南部等。 

风能欠缺区，有效风能密度为5o w／瑚 ，年可利用小 

时数：风速>3 m／s时为2 0130 h。包括四川、甘肃、陕西、鄂 

西、湘西和贵北，南岭山地，云贵高原，昌都地区，塔里木盆 

地南部。 

风能也是一种间歇能源，因此需与其它能源，如水 

电、火电配合使用，以便向电网平稳输出电力。 

1．3 地热能的开发利用 

地热能是由于地球内部放射性物质发生 自然蜕变 

放热的结果，在密闭的环境中逐渐积热能便形成了持续 

的地热。4个全球性地热带有 2个通过我国。已经查明 

温度在 100℃以下的露出地面的天然热泉有 2 500多 

处，150℃以上的高温地热水主要集中在藏南 、滇西和 

台湾。全地热资源总量约为 3O亿 t标准煤，目前得到 

利用的相当于 3O多万 t标准煤 ，很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地热资源按其特性可分为 4类 ： 

1．3．1 地热水力资源 

是 目前常用的一种地热资源。热与蒸汽储集在深 

度约 100—4 500 m地下岩石裂隙或多孔岩石 中，温度 

为90～350 oC，大约 2／3的矿床温度在 150～200 oC的 

中等温度范围内。这类资源可能以汽为主，也可能以 

热水为主。 

1．3．2 地 压 

储集在地下 3 000～6 000 m深的沉积岩层中溶有 

甲烷气的热水层。温度范围一般在 90～200 oC，具有 

较高压力。 

1．3．3 热干岩 

是可及地质形成物 ，温度可达 150℃，分布较广， 

但深度不一，热能提取困难。通常集中在新火山中心 
区 引。 

1．3．4 岩浆(熔岩) 

温度高达 700～1 200℃，估计深度在 3 000～10 

000 m，尚未开发。今后地热能的开发和利用是在高温 

热水方面，计划 2010年前高温地热发电装机达到 75～ 

100 MW。另外 ，还有地热水供热和地源热泵冷暖联供 

技术的开发、利用等 ，也是今后发展的重点。 

在地热开发利用方面要防止过量开采。上海纺织 

行业曾经大量抽取地下水用于空气调节系统，造成地 

面不断下沉。且地热能一次利用后就遭废弃，浪费现 

象很严重。如何合理、经济的利用地热资源是一个有 

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J。 

1．4 生物质能 

生物质是指由植物光合作用直接产生或间接衍生 

的所有物质。世界每年约产出 1．7×10 t干生物量， 

利用量仅为 1．3×10't，不足总量的 l％。生物质向人 

类提供了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 15％，仅次于石油、煤 

炭和天然气。我国利用的生物质能约为 2．6×10'吨 

标准煤，占农村能源消费的70％左右。目前主要用于 

直接燃烧 ，效率低下，而且影响环境。未来生物质能开 

发利用应优先考虑生产酒精等清洁液体燃料技术，大 

力推广沼气应用技术，增加生物质能的生产，减少直接 

用于燃烧的比例。我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农村能源需求量和消耗量增 

加，供需矛盾突出；另一方面又存在能源利用率低的现 

象及相关环境问题。因此，提高新能源在农村的比例 

意义重大。 

1．5 海洋能 

海洋能是波浪能、潮汐能、潮流能、海洋热能等的 

总称。海洋能资源丰富，全球可达 1．1×10“kW。我 

国有广阔的海域、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海洋能 

源在技术上可利用的约为 4～5×lOg kW。我国潮汐发 

电能力为 1～l05 kW。现已建成 9座潮汐电站和 1座 

潮洪电站，总装机容量 1O．65 MW。海浪发电技术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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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研究开发阶段，要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还需做大量工 

作。 

1．6 其他能源 

可再生能源还包括核能、垃圾利用能等。核能的 

发展是核聚变 ，采用氚和氘为燃料，l kg核聚变释放的 

能量相当于 l万 t标准煤的燃烧值，海洋中存在约 2 X 

lO9 t氘产生的能量，够人类使用几十亿年。虽然核聚 

变目前尚处于研究阶段，但随着技术的突破，核聚变能 

在 2l世纪完全有可能得到应用垃圾处理释放的能量 

也有巨大的潜力。 

2 结束语 

目前可再生能源技术处于萌芽状态，有些已基本 

成熟。表面看，新能源的开发和推广缓慢是受生产成 

本和技术的制约，实质上，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能源危 

机和生态危机认识不足 ，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国家没有 

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新能源发展等 J。德国是世界上最 

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国家之一。在德国，可 

再生能源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政府给予有力支持，制 

定了可再生能源法。该法于 2000年 4月 1日开始实 

行，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我国已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可再生能源也将面临挑战与机遇。因 

此，应加快改革步伐，实施能源结构调整，颁布符合国 

情的可再生能源法 ，力争在 2l世纪可再生能源在国民 

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J。 

表 1 我国太阳能资源的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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