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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当今社会的主要能源

现代工农业、运输业、建筑业、通讯等方面的发

展 ,愈来愈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现在我们所消耗

的能量 ,其中 90 %以上来源于矿物燃烧 ,如煤、石

油、天然气。但矿物燃料的蕴藏量

总是有限的 ,继续消耗这些燃料就

意味着我们在靠“存货”维持生活。

目前的开采速度 ,煤和石油的贮藏

量正在迅速减少。其实 ,煤、石油

不仅仅是燃料 ,还是重要的化工原

料。仅仅将其作为燃料 ,而且某些

地区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目前这种状况主要由于社会分工

太细造成的 ,人类应当从生存、发

展的长远利益考虑 ,开发新的能

源 ,比如太阳能。

二、太阳辐射能

能量在需要时就应得到是当

然之事。重要的就是通过何种渠

道获得能量。太阳能是我们应及

早利用的最廉价、最优质的能量。

地球以 1. 73 ×10
15 瓦的功率接收

来自太阳的辐射能。约有 30 %以

原来的波长反射回去。约有 47 %

的太阳辐射能被大气和地球表面

吸收 ,使温度升高 ,然后重新辐射

回空间。只有 23 %的太阳辐射能

到达了地球表面 ,成为风、气流、水

波的原动力 ,形成气候并造成水文

循环。仅有 0. 02 %的能量通过光 图　1

合作用进入生物系统。

大气层外的太阳辐射光谱十分接近于 6000K黑

体的辐射光谱。这几乎是一个连续光谱 ,从波长约

为 200 毫微米的紫外区直至 3000 毫微米的红外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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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峰值位于 500 毫微米附近。由于大气吸收在某种

程度上具有选择性 ,所以接收到的辐射能不仅在数

量上 ,而且在光谱的组分方面也有所改变。图 1 表

示地面上的太阳光谱与全电磁辐射波谱之间的比

较。图中下面一条曲线上的缺口部分表示典型的大

气吸收带区。这些气体包括有氧气、氮气、二氧化

碳 ,但主要是水蒸气。利用大气的这个特性可以制

成气体成分分析仪。如二氧化碳气体分析仪 ,用于

检测空气二氧化碳含量。

电磁辐射 (例如光线) 显示出双重特性 ,这些特

性可以用微粒说和波动说加以解释。辐射的能量由

波长决定。在没有辐射数据而仅有日照时间记录的

情况下 ,可采用下列公式估算辐射日总量。

Q = Qsc 0. 29cos < + 0. 52 nΠN

式中 : Q ———水平面上的辐射日总量 (瓦时Π米2 日) ;

Qsc ———“太阳常数”,取 9830 瓦时Π米2 日 ;

<———地理纬度 ;

N ———一天内可能的日照时间 ;

n ———一天内实际的日照时间。

三、太阳能收集方法及应用

1 　化学转化方法及应用

太阳能的化学转化最重要的是光合作用。

二氧化碳 + 水
阳光

叶绿体
碳水化合物 + 氧

就中国而言 ,目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植被减

少 ,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化学能的量愈来愈

少 ,水土流失现象日趋严重 ,因此保护环境、恢复生

态已迫在眉睫。

2 　电转化及应用

太阳辐射可以利用两种方法直接转化成电 ,即

热电转化和光电转化。

目前已制造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太阳能电池。但

成本高 ,利用率还不很高。

3 　热转化及应用

热转化是当今除光合作用外对太阳能利用率最

高的一种方法。

当太阳能辐射到无光泽的黑体表面上时 ,大部

分能量被吸收了 ,同时伴随损耗 ,而且随采热板材料

的种类而变化。

(1) 农业方面

如果采热板的表面覆盖一层玻璃 ,则大大减少

了热损耗 ,而热输入减少不多。这是由于玻璃具有

选择性透射能力之故。玻璃盖板同时减少了对流 ,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温室效应”,目前在农业上已广

泛应用 ;太阳能还常用来干燥农产品。

(2) 建筑业方面

①家庭用水加热

最简单的虹吸式热水系统 :由一块收集板和一

个水箱组成。如图 2 ,水箱必须位于收集器板顶部

之上。水在收集器因受热后变轻而上升 ,并由从水

箱底部流出的较冷 (较重) 的水来代替。高度差 ( d)

越大 ,流量就越大 (因为温差保持不变) 。目前这种

装置在我国中部地区已使用 ,而且成本低 ,宜于家

用。

图　2

②游泳池加热

游泳池加热需大量的能量。一个标准的容纳

85 米3 水的小型游泳池 ,温度每升高 1 ℃就几乎需要

100 千瓦时的热量。舒适的池温介于 21 ℃和 25 ℃之

间 ;而提供的热量只要高于此温度就可以了。由于

收集温度最低时太阳能收集器的效率最高 ,所以利

用太阳能收集器加热游泳池十分有利。其结构比家

用热水器更为简单。

③供暖

利用太阳辐射供暖一般有 3 种方法 :

一是将建筑物作为收集器。

这种建筑物主要的质量体的墙和屋顶构件的外

面均置有很好的保温材料。朝向赤道的窗户很大 ,

无日照时 ,窗户需用百叶窗或厚窗帘遮蔽以减少热

损。

二是特殊建筑构件。三是平板型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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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我 们 的 纳 米 时 代
范军峰　张忠锁

(河南大学物理系 　开封 　475001)

　　“毫无疑问 ,当我们得以对细微尺度的事物加以

操纵的话 ,将大大扩充我们可能获得物性的范围。”

1959 年 ,理查德·费恩曼最早地提出了纳米尺度上

的科学和技术问题。40 年后的今天 ,“纳米热”遍及

全球 ,声势夺人。科学家和各国政府将纳米科技和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同列为引导 21 世纪工业革命的

主流和关键技术。

1. 何为纳米科技

纳米科技是指在纳米尺度上研究物质的特性和

相互作用 ,以及利用这些特性开发新产品的一门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科学和技术。纳米尺度指显微结构

小于 100nm ,包括微粒尺寸、晶粒尺寸、晶界带宽、第

二相分布、气孔尺寸、缺陷尺寸等均达到纳米水平。

微粒尺寸在纳米级时 ,由于量子尺寸效应、小尺寸效

应、表面和界面效应及物理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物质

的很多性能将发生质变 ,呈现出既不同于宏观物体

又不同于单个独立原子的奇异现象 :低熔点 ,高比热

容 ,高热膨胀系数 ;高反应活性 ,高扩散率 ;高强度 ,

高韧度 ,高塑性 ;奇特磁性 ;极强的吸光性等。

快速发展的纳米科技将物理、化学、生物等诸多

学科与材料有关的工程领域融入其中 ,向世人展现

了一个前景诱人的神奇的纳米时代。就涉及的学科

领域分 ,纳米科技包括纳米体系物理学 ,纳米化学 ,

纳米材料学 ,纳米生物学 ,纳米电子学 ,纳米加工学

和纳米力学 7 大分支 ;就研究领域和功用分 ,纳米科

技可分为纳米材料 ,纳米器件 ,纳米检测与表征 3 大

类。

2. 发展纳米科技的意义

纳米科技将促进人类认知的变革。作为诸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纳米尺度内的物质世界及其特性是人

类较为陌生的领域 ,诸多的原理和规律有待揭示 ,新

的物理范式有待建立 ,这将会引起人类对世界认知

的变革。

纳米科技将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纳米科技

是未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学科深入发展的重要

基础 ,本身又可形成一个很大的新兴产业 ,有着极大

的市场前景。

3. 纳米科技的研究领域

纳米科技的核心领域是纳米材料。纳米材料学

是原子物理、凝聚态物理、胶体化学、固体化学、配位

化学、化学反应动力学和表面界面科学等多种学科

交叉汇合而出现的新学科生长点。纳米金属晶体材

料 ,纳米微晶软磁材料 ,纳米微晶永磁材料 ,纳米磁

记录材料 ,磁性液体 ,纳米磁性颗粒膜材料 ,巨磁电

　　4 　太阳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用途 ,这里不多介绍。

下面简单介绍太阳能的一些特殊用途 :

在有些应用中 ,太阳辐射能的利用尽管成本很

高 ,还是不能由任何其他热的形式来代替的。太阳

炉的各种用途就属于这样的范畴。利用太阳炉对某

些材料进行高温处理 ,如稀土族、超耐火氧化物、钨

一类金属进行高温处理。

———单晶硅的生长 ;

———区域溶炼提纯 ;

———温差电偶和陶瓷的高温制造。陶瓷对金属

的熔接 ,高温材料的切割和铸造。

目前太阳能的研究和利用所取得的成就 ,比前

述要多得多。但还需进一步开发。

太阳能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及其潜力怎样强调

也不过分。70 年代世界燃料学会开过一次会议 ,建

议到 2000 年我们的能源中应用 30 %来自太阳能 ,

30 %来自核能 ,40 %由普通方法承担。而目前中国

远未达此目标。我认为目前重要能量来源的研究方

向应为太阳能的研究、开发、利用。这项任务很艰

巨 ,但人类该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教训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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