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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光储热”借“聚”与“储”使得太阳能应用能做到移时与可调，在热电联用安排下可以全面替换
化石能源。能源革命以美国为例，最大阻力是现代经济，人们有延续现代文明的惯性与惰性。中国则
需要“西聚”即开发西部与建设“聚光储热”。在庞大持久的太阳高温热能支持下，“西聚”还有赖
远见智慧的政治安排与有骨气无私的科学领导才有成功希望，西部作为中国能源中心将会有自己的农
业、工业与一种可持久的生活方式。如果愿景实现，中国将带领世界走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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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完对太阳能光热发电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能之源头、运输、储存、消耗等过程有了清醒的认识
，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2、本书详细介绍了利用聚光储热技术来开发西部的宏伟构想，通过充分开发西部的光热能，一方面
为全国各地提供电能，另一方面为当地工业、农业及住家提供热能，全面替代化石能源，为解决我国
能源与环保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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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聚光储热”既清洁也可再生，以聚光储热为主，以风电、光伏、水电与生物能为辅的可再生能
源组合估计将可以在40到50年之内全面取代化石能源。对中国而言，应利用光热技术全力开发光照资
源较好的西部地区。明日的西部不仅有能源与工业力量，连农业也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包括主粮在内
。“聚光储热”是我们的梦中能源。
2、本书详细介绍了利用聚光储热技术来开发西部的宏伟构想，通过充分开发西部的光热能，一方面
为全国各地提供电能，另一方面为当地工业、农业及住家提供热能，全面替代化石能源，为解决我国
能源与环保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解决途径。
3、诚然，在解决能源和环保问题上光热并不是唯一途径，但在所有的可再生清洁能源中，光热恐怕
是要起到主导作用的。无他，皆因为光热带有廉价的储能、不仅能发电、还能直接供热。能储存、能
发电、能供热、运行和生产过程无污染、无排放、消耗的是太阳能，这恐怕是最理想不过了。为何国
内还没有大力发展？书中有疑问、有解答，也有具体的发展模式，不可谓不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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