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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茫茫宇宙， 浩浩人海， 真是无奇不有， 怪事迭起，
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和科技神奇奥妙无穷， 神秘莫测，
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捉摸不透。
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 使我们对于

那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和科学现象， 不得不密切关注和
发出疑问。 人们总是不断地去认识它， 勇敢地去探索它。
虽然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达到了很高程度， 但对于
许多谜团还是难以圆满解答。 人们都希望发现天机， 破
解人类的谜团 。 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科学先驱不断奋斗，
一个个谜团不断解开， 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 但又
发现了许多新的奇怪事物和难解之谜， 又不得不向新的
问题发起挑战。 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解决旧问题， 探索新领域， 这就是人类一步一步发展的
足迹。
为了激励广大读者认识和探索世界的未解之谜， 普

及科学知识， 我们编辑了 “走进科学阅读百科” 丛书，
包括 枟动物奇趣枠、 枟恐龙公园枠、 枟野人踪迹枠、 枟怪兽形
影枠、 枟草木奇葩枠、 枟生物百谜枠、 枟恐龙科考枠、 枟自然奥
秘枠、 枟地球揭秘枠、 枟地理探奇枠、 枟海洋谜底枠、 枟海底探
寻枠、 枟宇宙环游枠、 枟天文奇观枠、 枟空中奇景枠、 枟飞碟追
踪枠、 枟国宝档案枠、 枟宝藏新探枠、 枟考古发现枠、 枟古墓古
堡枠、 枟侦破秘密枠、 枟疑案真相枠、 枟奇案推理枠、 枟恐怖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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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枠、 枟外星生命枠、 枟惊险迷踪枠、 枟失踪之谜枠、 枟史海沉
钩枠、 枟科技前沿枠、 枟科技新潮枠、 枟科学回眸枠、 枟名胜奇
迹枠、 枟兵器博览枠、 枟舰船巡航枠、 枟战机时代枠、 枟军备竞
赛枠、 枟历史见证枠、 枟艺术走廊枠、 枟文化难题枠、 枟人物解
谜枠、 枟人体破译枠、 枟医学密码枠、 枟心理怪象枠、 枟超人特
异枠、 枟人类奇闻枠、 枟趣事轶传枠、 枟奇物怪事枠、 枟奇风异
俗枠。
本套书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难

解之谜和科学技术， 集知识性、 趣味性 、 新奇性、 疑问
性与科普性于一体， 深入浅出， 生动可读， 通俗易懂，
目的是使广大读者在兴味盎然地领略世界难解之谜和科

学技术的同时， 能够加深思考， 启迪智慧， 开阔视野，
增加知识， 能够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激发求知的
欲望和探索的精神， 激起热爱科学和追求科学的热情，
不断掌握开启人类世界的金钥匙， 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
前发展， 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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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热电站

太阳的作用， 人们早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这颗不断
散发热量的恒星为人类创造了很多经济价值。 例如太阳
能热电站， 就是人类利用太阳能创造价值的一个典型例
子。
太阳能热电站的能量转换过程是这样的： 利用集热

器 （聚光镜） 和吸热器 （锅炉） 把分散的太阳辐射能汇
聚成集中的热能， 再由热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组进行发
电。 它与一般火力发电厂的主要区别就在于： 其动力来
源不是煤或燃油， 而是太阳的辐射能。
太阳能热电站内还设有蓄热器。 高压热蒸汽在推动

汽轮机转动的同时， 还通过专用的管道将一部分热能储
存在蓄热器内。 阴天、 雨雪天及夜间没有阳光， 便由蓄
热器来提供热能， 从而保证太阳能热电站能够连续发电。
太阳能热电站多采用塔式， 就是在地面上设置许多

面聚光镜， 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把太阳光收集起来，
集中反射到一座高塔顶部的专用锅炉上， 使锅炉内的水
受热而变为高压蒸汽， 由蒸汽驱动汽轮机， 再由汽轮机
带动发电机发电。
世界上第一座太阳能热电站。 是法国的奥德约太阳

能热电站。 虽然这座太阳能热电站的发电能力当初只有
６４千瓦， 但它却开创了太阳能热发电的先河， 是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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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发电史上的里程碑。
１９８１年， 法国、 联邦德国和意大利， 联合在意大利

的西西里岛上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并网运行的塔式太阳

能热电站。 它发电能力为 １０００ 千瓦， 所用锅炉的热功率
为 ４８００千瓦。 它采用 １８２面聚光镜， 其中镜面面积为 ５０
平方米的有 ７０面， 镜面面积为 ２３平方米的有 １１２面。 镜
场总面积达 ６０００多平方米。 每面聚光镜都由两台电动机
带动， 可绕垂直轴旋转， 使镜面能够跟踪太阳而转动。
电动机分别由各面聚光镜所带的微处理机进行控制， 而
每台微处理机都直接同中央控制系统相联。 锅炉内的蒸
汽温度可达 ５１２℃。 蓄热器内采用由 ＫＮＯ３、 ＮａＮＯ２ 和
ＮａＮＯ３组成的熔盐， 其温度可达 ４３０℃， 能够储蓄热能
６０千瓦／小时。 如果天空中云彩遮挡了阳光， 那么每个蓄
热器所储蓄的热能还足以使热电站维持运行 ３０分钟。

１９８２年， 美国建成了一座大型塔式太阳能热电站。
这座电站采用１８１８面聚光镜， 塔高８０米， 其发电能力为
１万千瓦。 它用太阳能来加热油， 再用高温油将水变成蒸
汽， 利用蒸汽来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２１ 世纪美国太阳
能热电站的总装机容量达到 ４０００万千瓦。
最近， 国外还研制成一种用炭黑来捕捉太阳能以驱

动发电机发电的装置。 它是通过一个聚光器把太阳光聚
集起来， 照射在一个装有碳微粒悬浮体的加热室内。 碳
微粒因为温度上升而气化。 碳微粒吸收的热量可用来加
热周围的空气， 使其达到相当于喷气发动机的温度和压
力。 于是， 被加热的空气可用来驱动汽轮机转动， 并带
动发电机发电。 这种热电站每小时约消耗炭黑 ３０ 千克，
可产生供 １万人口的城镇所需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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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想在中亚地区建造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

热电站， 它发电能力可达 ３０ 万千瓦。 在这里建造大型太
阳能热电站的有利条件是日照时间特别长， 每年可达
３０００多小时。 这座太阳能热电站将装设几排能跟随太阳
转动的巨大反光镜， 把太阳光聚集起来以后再照射在 ９０
米高的塔顶锅炉上， 将水加热而变成 ２００ ～３００℃的蒸汽，
再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它同样也是将一部分热蒸汽送
入蓄热器内， 以备在夜间及阴雨天供电站发电。
太阳能热电站虽然优点众多， 但也有缺点： 一、 占

用地方大。 据计算， 一座发电能力为 １０００ 千瓦的太阳能
热电站， 需占地 １１０ 米×１１０米； 一座 １万千瓦的太阳能
热电站， 需占地 ３５０ 米×３５０ 米； 一座 １０ 万千瓦的太阳
能热电站， 需占地 ９５０米×９５０米。 二、 发电能力受天气
和太阳出没的影响较大。 虽然安置了蓄热器， 但根本性
问题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人们通过运用自己神奇的智慧一定会将太阳能热电

站改善好的， 它会不断为人类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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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气流电站

当前人们利用太阳能发电最为奇特的要算太阳能气

流电站了。
太阳能电站既不烧煤， 也不用油， 只是装有一个大

烟囱， 但这个烟囱并不是用来排烟的， 而是用来抽吸空
气， 因此称它为太阳能气流电站则更显得确切一些。

１９７８年 １ 月， 联邦德国的史兰赫， 博士在论文中最
早提出了建造太阳能气流电站的设想。 当时不少人认为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 但史兰赫博士的信心十足。
后来， 他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这才使他的设
想变成了现实。

８０年代初， 一个造型奇特的太阳能气流电站终于建
造起来了， 并且经试验获得成功。 它为利用太阳能发电
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矗立在太阳能气流电站中央的大 “烟囱”， 是用波纹

薄钢板卷制而成的， 其直径达 １０畅３ 米， 高 ２００ 米， 重约
２００吨。 在 “烟囱” 周围是巨大的环形曲面半透明塑料
大棚。 大棚的中央部分高 ８ 米， 边缘高 ２ 米， 周长 ２５２
米， 这个庞然大物是在金属骨架上安装塑料板而建成的。
气轮发电机安装在 “烟囱” 的底部。
大棚内的空气经过太阳曝晒以后， 温度比棚外高出

２０℃左右。 因为空气具有热升冷降的特点， 又加上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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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 具有向外排风的作用， 这样使得热空气通过 “烟囱”
之后快速排出， 驱使安设在 “烟囱” 底部的气轮发电机
发电。
德国这座太阳能气流电站白天可发电 １００ 兆瓦， 夜

间虽然没有阳光， 但棚内空气的温度却是出奇地高， 还
可以发电 ４０千瓦。 其发电成本与核电差不多。
目前广泛使用的塑料薄膜， 其使用寿命一般为 ５ ～７

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预计今后的塑料薄膜有可能
延长到 ２０年左右。 这样， 就可使太阳能气流电站的建造
成本显著降低。
这座太阳能气流电站的建成并试验成功， 令史兰赫

博士十分振奋， 激动异常， 紧接着他又提出了建造规模
更大的太阳能气流电站的新方案。 根据这个新方案， 新
的太阳能气流电站将要建造在阳光充足而地面开阔的沙

漠地带， 其发电能力预计可达 １０００ 兆瓦。 这样， 电站的
“烟囱” 就需要高达 １０００ 米以上， 而塑料大棚的直径则
需要有 １０千米左右。 专家预算， 仅大棚覆盖物的成本就
多达 ２００万美元。
太阳光透过半透明的塑料大棚， 需要将棚内的空气

加热到 ２０ ～５０℃， 并使热空气以 ２０ ～６０ 米／秒的速度从
“烟囱” 里排出， 这样才能使安设在 “烟囱” 底部的气
轮发电机发电。
专家们指出， 太阳能气流电站的建成和推广， 不仅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太阳能开辟了新的途径， 同时也为改
造和利用沙漠地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太阳能气流除了满足发电的需要以外， 这种塑料大

棚还可以同时应用于其他方面。 塑料大棚内的空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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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其温度又较高， 可用作暖房， 用以种植蔬菜、 瓜果
和栽培早熟的农作物等。 太阳能气流站普及后， 将会给
人类带来更多的便利， 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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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池发电

利用水池汇集太阳能进行发电就是太阳池发电。 太
阳池就是利用水池中的水吸收阳光， 将太阳能收集并贮
存起来。 这种太阳能集热方法， 与太阳能热水器的原理
相似。 不同的是太阳池本身就能够充当贮存热能的蓄热
槽， 但用太阳能热水器来贮存大量的热能， 则需要另外
设置蓄热槽。
阳光照射进水池时池水就会变热， 并引起水的对流，

即热水上升而冷水下沉。 在温度较高的水不断地从池塘
底部升到池面的过程中， 便通过蒸发和反射而将热能释
放到空气中， 这样就使得池中的水温大体上保持不变。
不管天气多么热， 也不管经过多么长的时间， 水温总是
比周围气温低。 为了提高池中的水温， 人们想了很多办
法， 其中最成功的办法应该是利用盐水蓄热的办法。
一种自然现象的启示， 使人们想出这种利用盐水蓄

热来提高水温的办法。 那是在 １９０２ 年， 科学家们在考察
罗马尼亚的一个浅水湖的时候无意中发现， 越是靠近湖
底其水温就越高， 哪怕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 湖底的水
温有时也高达 ７０℃。 后来在其他一些湖泊中人们也看到
了类似的现象。 人们都在疑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呢？ 原来， 湖底水温之所以较高， 是因为湖水中含有盐
分， 而且是越靠近湖底处的水所含盐分的浓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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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湖底处的热水本应该往上升 （由于热水
比冷水的密度水） 而形成上下对流。 但是， 正由于湖水
中含有盐分， 当它所含盐分的浓度较大时， 水的密度也
较大， 所以湖底含盐浓度较大的热水自然就极难上升，
这样一来就打乱了水的 “热升冷降” 的循环过程。 当湖
水无法形成对流时， 热量便在湖底处蓄积起来， 越积越
多， 而湖面上重量较轻的一层水， 就像同 “锅盖” 那样，
将池底的热能严严实实地封住。 就这样， 湖底的水温就
越来越高， 可用来发电。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以色列科学家最早提出建造一座太
阳池电站。 ７０年代初终于在以色列的特尔阿比卜市郊建
成。 这座电站的水池面积为 １２５０平方米， 最大发电能力
为 ６千瓦。
在 ７０年代末， 以色列又在死海西南岸附近建成了一

个面积达 ７０００平方米的水池， 并进行了发电实验， 其输
出功率达 ３５千瓦， 最高可达 １５０ 千瓦。 电站池底的水温
最高可达 ８０℃。
以色列后来又在死海北岸附近的沙漠中建造了一座

大型太阳池电站。 这座电站拥有两个太阳池： 其中一个
是由人工挖成的， 池面积约 ２００ 平方米； 另一个是利用
天然洼地建成的， 面积达 ２１畅５ 万平方米。 两个太阳池的
水深均为 ４ 米。 为了防止池水渗入池底沙中， 在池底铺
了一层聚乙烯薄膜。 太阳池中的水分为 ３ 层： 最底层是
薄热层， 里面注入的是含盐浓度为 ２７畅５％的死海海水
（一般海水的平均含盐浓度只有 ３畅５％）。 这种高浓度的
盐水吸收阳光热能后蓄存起来， 其水温有时可达 ９０℃以
上。 中间层是被称做 “心脏部位” 的盐水层， 它是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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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浓度的盐水一层层地依次重叠在一起而构成的，
越是往上其盐分浓度就越低， 密度也越小。 这一层盐水
的主要作用在于防止上下对流， 同时吸收来自蓄热层的
红外线。 最上面一层为覆盖层， 它由淡水 （从地下抽上
来的） 组成， 其作用是防止在刮风、 下雨或起浪的情况
下盐水层 （中间层） 遭到破坏； 它同时又像一个巨大的
“罩子”， 用来阻止热量的散失。 对于这种大面积的太阳
池， 为了确保水面不起浪， 以色列人还在水面上设置了
一层用塑料制成的 “防浪网”。
目前太阳池电站所要做的是如何将盐水池的热能转

换成电能？
发电所用的热能来自盐水池的蓄热层 （下层） 的热

水。 当这种热水的温度达到一定数值后， 用水泵将它抽
出池外， 再送进蒸发器的螺旋管里， 利用热水的热能将
环绕蒸发器的低沸点有机液体 （如沸点只有 ４０℃左右的
氟利昂） 加热， 使其气化， 再利用这种气体驱动气轮机
转动， 带动发电机发电。
从气轮机出来的氟利昂气体， 通过冷凝器之后就变

成了液体， 然后再被送回蒸发器。 至于通过蒸发器而被
降温以后的热水， 则通过专门的管道被送回蓄热层的底
部。
以色列建造的死海太阳池电站， 一直能够正常工作，

并创造了发电能力高达 ２５００ 千瓦的好成绩， 这也为它实
施宏伟的 “地中海 －死海发电计划” 创造了有利条件。
死海的水位比地中海的水面低 ４００ 米左右， 如果从地中
海挖一条通向死海的水渠， 那么地中海的海水就会流入
死海。 而地中海海水的盐分浓度约为 ３畅５％， 比死海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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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分浓度低得多。 这样， 在通过适当调节之后， 就可
形成太阳池发电所需要的不同浓度的盐水层。 这样一来，
就把整个死海都变成了用来发电的 “大太阳池”， 估计其
发电能力可高达 １５０万千瓦。 以色列计划 ２１ 世纪的最初
几年， 使太阳池发电能力达到 ２００万千瓦。
太阳池发电有许多突出优点， 比如说成本低， 贮存

热量多， 能持续发电等。
专家们认为， 太阳池发电是所有太阳能应用技术中

最为廉价和便于推广的一种技术。 它除了发电， 还可以
供应热水和取暖。
太阳池发电也还有许多弊端， 但我们坚信再不久的

将来它会更加完善， 真正为人们带来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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