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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能量系统》

前言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为了
兼顾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人类必须遵循新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由
之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是一个关键因素，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是使全球气候
变暖、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在有限的资源和环保要求的制约下，如何合理调整能源结构，
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产业的安全性，解决环境污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
在。分布式能量系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被认为是能够解决当前能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能源生
产利用与环境保护等矛盾的一种新型能量系统，它与大电网的合理结合被认为是21世纪电力工业的发
展方向。能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命脉，没有能源，任何现代文明都将无从谈起。就人均资源占有
量而言，我国的一次能源非常匮乏。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燃煤国，但煤炭的探明储量仅占世界的11％，
而人口却占了世界的21％，全球煤炭探明储量可开采227年，而我国仅能用90年。我国的石油探明储量
仅占世界的2.4 9／5，全球可开采40年，我国只能用22年。因此，开发利用新兴能源，提高资源综合利
用效率，是我国能源工业能否持续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传统的电力工业是中央规划、决
策、垂直一体化管理的企业，自20世纪初以来，电力工业的发展方向是“大机组、大电厂和大电网”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大电厂、大电网构成的单一化能
量系统显示了其不足之处。在世界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能源供应的安全性是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
定的大事，在恐怖活动猖獗的今天，大电网集中供电方式存在致命的弱点，世界范围内的“大停电”
就是最好的证明。但美国、加拿大的“大停电”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在美国、加拿大“大停电”的
黑暗之中，却闪烁着一个个光明的“孤岛”，那些拥有分布式能量系统的企业、单位和机构依然享受
着光明，即使是位于停电事故中心区域内的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新泽西Rutgers大学和普林
斯顿大学等高校，都因为拥有分布式能量系统，保证了正常的运行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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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布式能量系统》从能源和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重点介绍分布式能量系统在国内外的
发展状况及趋势，揭示分布式能量系统的本质特征，对用于分布式能量系统中的原动机技术、制冷及
热泵等技术做了全面的阐述，并介绍了不同类型的分布式能量系统，包括分布式风力发电、太阳能发
电、生物质发电系统、冷热电联产系统以及双源供暖（空调）等系统。另外，还介绍了影响分布式能
量系统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典型的分布式能量系统案例。
《分布式能量系统》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可作为高等学校能源动力工程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专
业课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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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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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技术方面，有些定义认为分布式能量系统只是发电技术，而有些定义除了包括发电技术外还包
括能量储存、能源管理，需求侧管理等技术，如美国电力研究所（EPRI）给出的Distributed Resources
（DR）定义，美国电力电子工程协会（IEEE）给出的。Distributed Re-sources（DR）定义，美国能源
市场研究中心给出的Distributed Energy（DE）定义。能量储存、能源管理、需求侧管理等概念在分布
式能量系统定义中的出现使分布式能量系统的概念更加含混。因为，能量储存、能源管理、需求侧管
理等技术本身覆盖的领域比较广泛，尤其是这些内容不是分布式能量系统所独有的，传统的电力系统
同样可采用这些技术，因此，为了使分布式能量系统的定义更鲜明、更突出其特性和本质，分布式能
量系统应以发电技术为核心。　　在分布式能量系统的容量方面，有的定义用的是“小的”一词，有
的定义给出了确切的容量限值，但限值不统一，有的是50000kw，有的是30000kw，有的是10000kw。然
而，由于容量限值的不统一，使人们无法确切判定哪些发电设备属于分布式能量系统，哪些不属于分
布式能量系统。对发电设备来说，容量大小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当前分布式能量系统所说的“小”有
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分布式能量系统所涉及的新型发电技术——太阳能、风能、燃料电池的容
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本身就不大，它们与中央电站相比是小的发电设备。另一方面，则隐含着环保
政策的制约，分布式能量系统的概念起源于美国，在美国，《洁净空气法》规定，任何装置只要每年
排放10t以上危害空气的污染物，如汞，或排放100t以上标准污染物，如S02或NO。等则被认为是污染
源。对污染源，环境保护法有严格的限制，因此，用户在建造自己的发电设备时，人们为了回避环境
保护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都采用小的发电装置，使发电装置的污染物排放低于洁净空气法所规定的
污染源排放限值。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分布式能量系统容量的大小是由环境政策和发电技术的污
染物排放水平决定的。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采用不同的环保政策，所以分布式能量系统的容
量大小将会因环境政策和采用的发电技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界定，容易产生混乱。　　应该指出的是
，以发电装置容量的大小来界定分布式能量系统是不科学的，从新型发电技术本身来说，技术在发展
，分布式能量系统所涉及的新型发电技术——太阳能、风能、燃料电池的容量也会随着科学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制造工艺的改进而不断增加，燃料电池已显现出这一趋势。因此，以容量范围进行界定
将会限制分布式能量系统技术的发展。另外，简单地为了回避环境法的限制而采用小的发电设备，使
发电装置的污染物排放量低于洁净空气法所规定的污染源排放限值，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　　
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分布式能量系统的容量范围，或该不该界定分布式能量系统的容量范围，本书认为
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从分布式能量系统的本质特征出发进行讨论。由于科学在发展、技术在进步，各
种新的发电技术的装置容量会随技术的进步而发生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容量大小来界定分布式
能量系统。分布式能量系统是相对于“大电网、大容量、大电厂”的集中式能量供应方式而言的，是
布置在用户附近满足用户能量需求的能量系统。究其本质，就是为了服务于当地的负荷中心，而不是
为了大规模远距离输送电力。从满足用户用能需求角度来讲，分布式能量系统容量的大小应由用户能
量需求特性来决定。所以，建议在分布式能量系统的定义中不要界定发电设备的容量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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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比较全面，已买了几本，供课题组老师和学生看。
2、1.分析详尽。
2.内容丰富。
3.切合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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