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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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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常规能源的 日渐枯竭
,

能源供需矛后 日趋

尖锐
,

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我们人类不得不思考

的一个问题
。

而太阳能则是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

一种绿色环保能源
。

太 阳能不受任何人控制 和垄

断
,

它的利用也比较灵活
,

规模可大可小
。

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
,

太阳能的利用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

将会成为 %& 世纪的重要能源
。

一
、

太阳能的来源和辐射

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
,

它是一个 巨大

的炙热气体球
,

主要由氢
、

氦等组成
。

太 阳表面的温

度约为 ∋ � �� (
,

中心附近温度高达 &
)

∗ + &� , (
。

不难

想象
,

在这样高的温度下
,

太 阳物质早已 电离为等离

子体
,

而且具备充分 的热核反应条件
。

太 阳能就是

来自太阳内部持续不断进行 的热核反应
。

因此
,

太

阳能实际上是核聚变能
。

太阳的聚变过程有两种
−

�&∀ 质子一质子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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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循环 中
,

碳
、

氮并不消失
,

仅起催化剂的作用
,

总的 效 果 仍 是 将 ∗ 个 质 子 结 合 成
∗ 1 2 并 放 出

% ∋
)

, 3 2 4 的能量
。

不论哪种循环
,

最终结果都是 ∗ 个质子聚 变释

放出 %∋
)

, 3 2 4 能量
,

每个质子贡献 ∋
)

, 3 2 4
。

这相当

于质子静止质量 的 ;< &∗� 释放 了出来 �质子的 挣止

∃ #

质量为 6 ∃#
)

∃ 3 2= ∀
。

太阳内部在同一时刻有大量的

原子核参 与核 聚变 反应
。

因此放出 的能量是 巨大

的
,

每秒 内释放约 ∗ + ;了
∋
>
。

按质能关系算
,

相应的

质量亏损达 ∗ �� 多万吨
。

尽管如此
,

但 由于太 阳质

量很大
,

约为 % + &�% ∋ ?≅
,

按 目前的反应速度
,

至少能

维持几百亿年
。

太阳能不断以 电磁波的形式 向宇宙空间辐射
,

统称为太 阳辐射
。

太阳辐射到地球的能量仅为太阳

总辐射能的 %% 亿分之一
,

约为 &
)

, + ΑΒ ;, Χ
。

当太阳

能辐射到大气层时
,

约有 %∃ Δ 的能量被大气层臭

氧
、

水蒸气
、

二氧化碳和尘埃吸收掉
Ε有 ∃� Δ 左右的

能量被云层中尘埃
、

微小水珠及各种气体分子等反

射
、

折射和散射 �通称为天空辐射 ∀后直接返回宇宙
,

直接辐射到地球表面的能量只占 ∗, Δ
。

所 以
,

到达

地球表面的太阳能可分为直接辐射和散射辐射
,

前

者指直接投射到地面上的辐射能量
,

是具有方向性

的
−

后者即为天空辐射
,

整个天空辐射中只有一小部

分投射到地面
,

到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强度取决于太

阳的位置和天空中云量的多少
。

仅这一部分能量每

年就达 % + ;Β %∗ ∀
,

大约是全世界的煤炭
、

石油和天然

气总含量的 &∃� 倍
。

我 国幅员辽 阔
,

太阳能年辐射

总量为 ∃  �一 # � (> Φ 2时
。

有 % Φ ∃ 地 域 全 年 日照在

% % �� 小时以上
,

最长的有 % #� �一 ∃∃ � � 小时
。

二
、

太阳能的利用

人们在对太阳能的转换
、

收集
、

储存运输等方面

的应用研究
,

正在取得显著的进展
。

目前
,

利用太 阳

能主要是通过光热转换
、

光电转换
、

光化学转换 ∃ 种

途径
。

具体的应用有 ∃ 个方面
− 太阳能采暖

、

太阳热

发电和太阳光发电
。

&
)

太阳能采暖

收集太阳能并高效地转换为热能
,

是太阳能利

用的主要问题
。

具有这种特性 的装置
,

我们统称为

集热器
。

它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

热箱原理
” ,

箱体的

内表面涂黑
,

侧面及其底部由良好的隔热材料密封
,

顶部由透明玻璃盖严
。

太阳光透过玻璃射人箱内
,

涂黑的内表面吸收太阳辐射能而将其转变为热能
。

现代物理知识



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大学物理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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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技术作为 目前最先进 的现代化教 育手

段
,

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项教学活动中
,

成为教学

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

现在我国条件较好的院校都在

根据 自己学校的特点
,

进行物理多媒体教学实践
。

一
、

多媒体技术是物理教学 良好的辅助工具

多媒体技术是将文字
、

声音
、

数据
、

图形
、

静态图

像
、

动画等各种不同信息经计算机处理之后
,

以单一

或集成 的方式表现 出来的教育技术和教 育方法
,

它

具有声 画并茂
、

视听结合
、

动静相宜
、

感染力强的特

点
,

并以随机
、

灵活
、

全方位的方式把信息知识形象
、

生动地展示给学生
,

使往 日呆板 的教学模式变得丰

富多彩
,

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 性
,

强化感性认识
,

加深对 所学知识 的理

解
。

传统的物理教学
,

教师是知识的源泉
,

教学方法

是单 向灌输式的知识传授型
−

平铺直叙
、

照本宣科
、

面面俱到
、

细嚼慢咽 Ε而且手段落后
−

黑板 十
粉笔

十

投影仪
十 少量演示实验

。

众所周知
,

物理概念及物

理过程抽象
,

难以理解
,

尽管物理教师想方设法从不

同角度
,

用不同讲解方法讲述
,

但同学们领会起来仍

感抽象
、

难懂
,

不形象
、

不具体
,

给教师教学与学生学

习带来一定的困难
。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给物

理教学带来很好的辅助工具
,

它 以其综合处理信息

的能力
,

利用 图形
、

图像
、

三维动画等表现形式
,

将一

些枯燥
、

抽象
、

难以理解 的概念
、

复杂的变化过程
、

形

态各异的运动形式
、

宏观或微观世界
、

时间的延长或

缩短
、

空间的变大或缩小 等直观地显示在学生面前
,

所呈现的内容真实
、

生动
、

极富表现力
,

很 容易 引起

学生的兴趣和注意
,

从而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各种感

觉器官
,

增强学生的记忆能力
,

提高教学质量
。

例如

由于玻璃对箱内产生的长波热辐射有阻挡作用
,

故

使箱 内温度不断升高
。

用这种原理所达到的温度不

太高
,

通常在 % �� ℃ 以下
。

比较常 见的热利用设 备

如太阳能温室
、

四 季太阳能热水器
、

太 阳能蒸馏器等

都是利用此工作原理
。

然而
,

由于太阳能的分散性和间歇性
,

给实际利

用带来 困难
。

若要满足能量供给的需要
,

必须解决

储能的问题
。

在 日照变化很大
,

蓄热器容量有限的
>

清况下
,

辅助加热系统必不可少
。

所 以太 阳采暖系

统由集热器
、

蓄热器
、

供热器
、

辅助热源
、

热 负荷组

成
,

其中集热器是最主要的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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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阳热发电

太阳热发电即太阳热力发电
。

通常说的太阳能

电站指的就是太 阳能热 电站
,

它的能量交换过程是

利用集热器和吸热器把分散的太阳辐射能会聚成集

中的热能
,

经热交换器和汽轮发电机把热能变成机

械能再变成电能
。

目前已建立或正在研究的太阳能

电站主要有聚光式太阳能电站和太阳池发电站两种

类型
。

太阳能电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电站内没有热

储存器
,

可以常年不断发 电
,

即使在夜晚和冬季也照

&∗ 卷  期 �总  ∃ 期 ∀

常可以使用
。

∃
)

太阳光发电

太阳光发电在太阳能发电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

位
。

太阳光发电是通过太阳电池直接将太阳光转换

成电能的
。

由于光照而产生 电动势的现象
,

称 为光

生伏打效应
,

简称光伏效应
。

太 阳能电池是 &6  ∗ 年

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的
,

它利用 了光照射到半 导体

的 .8 结 上时产 生 的光 伏效应
。

太 阳能 电池 发 明

后
,

&6 # 年美 国就把它 用到美 国的第一颗
“

先 锋 &

号
”

卫星上作为通信电源
。

我国也在 &6  # 年开始了

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

并于 &6 ,& 年将研制的太 阳能电

池用在我 国发射的第 二颗卫星上
,

这颗卫星在太空

中正常运行了 # 年多
。

据统计
,

世界上 6� Δ 的人造

卫星和宇宙飞船都采用了太阳能电池供电
。

现在的

问题是光 电转换效率还 比较低
,

大约为 &� Δ
,

比较

高的能到 &% Δ
。

虽然太阳能电池效率较低
,

然而和

其他能源相 比
,

具有可靠性好
,

使用寿命长
,

没有转

动部件
,

使用维护方便等特点
,

所以得到 比较广泛的

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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