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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第一期“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培训班”圆满结束

为促进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的发展，

使全社会致力于太阳能光热产业发展的政

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投融资机构等相关人士全面掌握

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系统了解太阳能光

热产业的发展状况，为有志于太阳能光热

事业的各届人士提供一个学习与交流的平

台，由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举办的第一期“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培训

班”于 2012 年 3 月 3 日-7 日在北京西郊

宾馆顺利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110 名学

员参加了学习培训，并获得了由光热联盟

颁发的结业证书。 

 

培训班开班仪式由光热联盟秘书长邵

继新主持，光热联盟理事长王志峰博士出

席开班仪式并致辞。王志峰理事长在致辞

中，介绍了举办此次培训班的背景意义、

师资安排、学员情况以及课程安排。王志

峰理事长介绍，考虑到任课老师时间便利，

此次培训班的任课教师均由北京地区太阳

能光热行业中经验丰富的教授、专家、学

者和研究人员担任，培训期间还将举办两

场院士讲座，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徐建中院士和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周孝信院士主讲。本期培训班的学员均

有较丰富的工作或研究经验，既有来自企

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



 

家教授，也有来自在第一线工作的、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班的

培训内容涵盖了光热利用技术层面和政策

层面的知识。光热联盟秘书处希望通过此

次培训能给各位学员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

互相学习的平台，并希望通过学员的共同

努力，推动我国太阳能光热事业的进一步

发展。 

 

培训班邀请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热

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太阳能热水器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总工郑瑞澄研

究员、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市太阳能研究所有限公司朱敦智总工程

师、北京理工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郑宏飞

教授、国家 973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首席科

学家、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黄

湘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李鑫

副研究员、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王馨

副教授、国家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

中心申彦波副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能源研究所胡润青副研究员和全国太

阳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贾铁鹰秘书长等领

导和专家担任任课教师。各位领导和专家

分别围绕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原理、太阳能

低温热利用基础、太阳能聚光技术、太阳

能热发电系统技术、太阳能热发电吸热技

术、太阳能相变蓄热技术在建筑节能领域

应用基础研究、太阳能资源测量与评价、

光热产业政策及发展现状和中国的太阳能

热利用标准等内容作了专题培训。培训班

学习气氛浓厚，学员学习热情高，大家结

合各自的工作实际与授课专家进行了现场

讨论和交流。 

此次培训期间还举办了两场院士专题

讲座，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工程

热物理研究所徐建中院士和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专家顾问组成

员、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周孝信院士分别

就“科学用能与可持续能源体系”和“我

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的挑战和实

践”为培训班学员做了精彩的专题讲座。

徐院士和周院士还在现场耐心解答了学员

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各位学员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 

 

培训期间光热联盟秘书处组织学员参



 

观了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八达岭太阳能

热发电实验电站、清华大学农村能源与环

境科学试验基地和渤海镇沙峪中心完小太

阳能示范工程。在八达岭太阳能热发电实

验电站，王志峰博士向学员们介绍了太阳

能热发电实验基地整体概况、我国塔式太

阳能热发电系统的技术发展现状、定日镜

跟踪技术、电站系统集成技术的发展前景、

电站运行参数以及建设成本等。学员们还

参观了槽式太阳能集热系统并听取了对槽

式真空吸热管、高精度高强度曲面反射镜、

大型槽式聚光器、槽式吸换热系统等的介

绍。在清华大学农村能源与环境科学试验

基地，学员参观了国家级太阳能光电建筑

应用示范项目、太阳能空气集热系统以及

为解决农村地区采暖问题而研发设计的太

阳能墙和太阳能炕。渤海镇沙峪中心完小

太阳能示范工程建筑面积总计 120 平米，

工程采用了太阳能供暖系统技术、风机盘

管低温末端供热技术、被动式空气集热墙

技术、超低温空气能冷热机组采暖/制冷技

术、太阳能热水系统技术和外墙保温装饰

技术。 

联盟秘书处还对培训班学员进行了意

见建议征询，大部分学员希望下一期培训

班能够：1）增加更专业的培训，分别对低、

中、高温太阳能光热利用技术进行专业培

训；2）培训内容中增加工程实例分析和示

范工程参观学习。王志峰理事长提出，这

期学习班是以“了解太阳能基本知识”为

主。下一期根据学员的情况，将以“掌握

太阳能基础知识”为主开展。 

本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为今后太阳

能光热利用人才培训方式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也为我国的太阳能热利用高端人才培

养做出了贡献。



 

专 家 授 课 内 容 简 介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周

孝信院士 

 

周孝信院士的讲座题目为“我国非水

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的挑战和实践”，重点

介绍了非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现状、并网

的挑战、实践和经验等内容。报告指出新

世纪伊始 2000 年以来，我国电网发展呈现

三大趋势：1）全国联网的实现；2）大容

量远距离输电技术取得重大突破；3）智能

电网方兴未艾。未来 10 年是我国工业和城

市化推进的关键时期，经济保持较快增长，

能源电力需求仍将快速增长。希望在智能

电网框架下，通过发电环节、配用电环节

和输电环节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友好的接入

到电网中。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

研究所徐建中院士 

 

徐建中院士做了题为“科学用能与可

持续能源体系”的讲座，讲座围绕我国能

源领域的重大需求、节能和科学用能、发

展生态工业、发展可再生能源、改变能源

结构以及碳的捕捉与存储等几个方面展

开。讲座强调科学用能的基础是研究能量

与物质转化过程的基本规律与工程应用，

它包括用能的规划、系统、方法、技术与

管理、政策、法律等，特别是系统集成和

关键技术、共性科技问题。低碳经济符合

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方针。我国应制定技术发展规划，在低

碳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实现中国民族

的振兴，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热利用专业委员会

主任、国家太阳能热水器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北京）总工郑瑞澄研究员 

    郑瑞澄研究员的授课题目为“太阳能

热利用技术原理”，授课内容包括太阳辐射 



 

 

与资源分布、太阳能集热器和太阳能热利

用技术。郑瑞澄研究员重点讲述了太阳能

集热器产品分类、太阳能集热器基本能量

平衡方程、太阳能热利用产品标准、产品

性能、太阳能集热器效率以及包括建筑太

阳能热利用和工农业太阳能热利用在内的

太阳能热利用技术。  

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太

阳能研究所有限公司朱敦智总工程师 

 
朱敦智总工程师为学员讲述了“太阳

能低温热利用基础”，包括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采暖、太阳能空调和其他太阳能应

用等内容。中国是太阳能利用最广泛的国

家，2010 年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为 14500

万平米，占世界 54%以上。中国太阳能人

均水平为 124 平米，位于世界第 11 位，有

很大市场发展潜力。中国的太阳能市场发

展需要行业技术进步，更需要国家政策的

支持。  

北京理工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郑宏飞教

授 

 

郑宏飞教授的授课题目为“太阳能聚

光技术与原理”。郑教授为学员讲解了聚焦

型集热器的一般概念，包括集热器和瞬时

效率、集热器的光学效率、集热器的几何

集光比、太阳能聚光系统的接收角和太阳

能聚光系统的理想集热温度等内容，并重

点讲述了抛物面型集热器、聚焦菲涅尔镜、

槽型抛物面聚光器、塔式聚光系统、阵列

式菲涅尔镜反射聚光系统、复合抛物面聚

光器以及其它形式的聚光器。 

国家 973 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黄湘教授级高工 

黄湘总工程师为学员讲解了“太阳能

热发电系统技术”，内容包括建立太阳能热

力系统的目标、太阳能热力系统的特点及

难点、各种槽式热力系统分类及分析和太

阳能热力系统发展趋势及方向。黄湘总工

程师重点从太阳能热发电系统与常规发电



 

系 统 的 不

同、介质在

太 阳 能 发

电 系 统 中

的 作 用 和

如 何 串 联

太 阳 能 热

发 电 各 部

分 系 统 等

三 方 面 分

析了太阳能热力系统的特点及难点，并对

各种槽式热力系统进行了分类及分析。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李鑫副研究员

 

李鑫副研究员为学员介绍了“太阳能

热发电吸热技术”。李鑫副研究员从太阳能

热发电吸热器的定义、分类、命名方法、

吸热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吸热器的基本

原理和方程以及热性能测试方法等方面进

行了细致的讲解，并以美国 Solar One、西

班牙 CESA-1、PS20、美国 Sierra Suntower、

美国 Solar Two、美国 MSEE 等电站为例

详细介绍了吸热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王馨副教授 

 

王馨副教授的授课题目为“太阳能相

变蓄热技术在建筑节能领域应用基础研

究”，授课内容涵盖了建筑节能的重要性、

相变材料特性、建筑节能领域相变材料应

用原理、近期相变蓄能研究工作、定形相

变材料以及功能热流体的研制、热性能和

应用研究、高温相变蓄能电暖器等。 

国家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中心申

彦波副研究员 

 

申彦波副研究员围绕“太阳能资源测

量与评价”展开授课，内容包括中国的太

阳能资源、太阳能利用中的气象问题和太

阳能资源测量与试验等。申彦波副研究员

强调在太阳能资源测量与评价中，基础数

据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太阳能工程的效益



 

评估，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太阳能资源的

测量、评价和预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胡润

青副研究员 

 
胡润青副研究员为学员讲解了“光热

产业政策及发展现状”，内容涵盖了太阳能

热利用及太阳能热发电的产业发展现状、

发展障碍和政策激励等。胡润青副研究员

指出太阳能热发电的优势明显，但也有劣

势。太阳能热发电在研发、项目准备和产

业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在资源

普查、系统设计和运行等方面尚有不确定

性。 

全国太阳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贾铁鹰秘

书长 

 

贾铁鹰秘书长的授课题目为“中国的

太阳能热利用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我国太

阳能热利用标准的管理体系、我国太阳能

热利用国家标准现状、家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能效标准以及太阳能热利用标准的发展

战略和目标等。贾铁鹰秘书长强调标准的

研究将进一步推动产品质量的提高，促进

太阳热水系统产品与太阳热水工程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并使我国太阳热水系统

产品与太阳热水工程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

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