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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安装注意事项

⒈蓄电池应离开热源和易产生火花的地方，其安全距离应大于0.5m。

⒉蓄电池应避免阳光直射，不能置于大量放射性、红外线辐射、紫外线辐射、有机溶剂气体和腐蚀气体
的环境中。

⒊安装地面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⒋由于电池组件电压较高，存在电击危险，因此在装卸导电连接条时应使用绝缘工具，安装或搬运电池
时应戴绝缘手套、围裙和防护眼镜。电池在安装搬运过程中，只能使用非金属吊带，不能使用钢丝绳等
。5.脏污的连接条或不紧密的连接均可引起电池打火，甚至损坏电池组，因此安装时应仔细检查并清除
连接条上的脏污，拧紧连接条。

⒍不同容量、不同性能的蓄电池不能互连使用，安装末端连接件和导通电池系统前，应认真检查电池系
统的总电压和正、负极，以保证安装正确。

⒎电池外壳，不能使用有机溶剂清洗，不宜使用干粉灭火器，建议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电池火灾。

⒏蓄电池与充电器或负载连接时，电路开关应位于“断开”位置，并保证连接正确：蓄电池的正极与充
电器的正极连接，负极与负极连接。

蓝天蓄电池的正确使用与维护在使用不间断电源系统的过程中，人们往往片面地认为蓄电池是免维护的
而不加重视。然而有资料显示，因蓄电池故障而引起UPS主机故障或工作不正常的比例大约为1/3。由此
可见，对UPS电池的正确使用与维护，对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降低UPS系统故障率，有着越来越重要
的意义。除了选配正规品牌蓄电池以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正确地使用与维护蓄电池：一、保持适
宜的环境温度。影响蓄电池寿命的重要因素是环境温度，一般电池生产厂家要求的环境温度是在20－25



℃之间。虽然温度的升高对电池放电能力有所提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电池的寿命大大缩短。据试验测
定，环境温度一旦超过25℃，每升高10℃，电池的寿命就要缩短一半。目前UPS所用的蓄电池一般都是
免维护的密封铅酸蓄电池，设计寿命普遍是5年，这在电池生产厂家要求的环境下才能达到。达不到规定
的环境要求，其寿命的长短就有很大的差异。另外，环境温度的提高，会导致电池内部化学活性增强，
从而产生大量的热能，又会反过来促使周围环境温度升高，这种恶性循环，会加速缩短电池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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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总计分为汽车篇、能源转型篇、工业革命篇、未来篇四篇，汽车篇介绍了以轻便车载外燃发
电机、结合高温燃烧及再燃脱硝净化技术的生物质能电动汽车的设想；及廉价的使用（木材、煤炭）高
温快速气化发电技术的电动汽车的设想；揭示了作为生物质气化发电瓶颈的高温快速高热值气化技术及
生物质气净化技术、新型脱硝技术从而实现车载；详细对比了两类电动汽车技术在乘用车、重卡上应用
后的性能参数及技术经济分析；主张从电动重卡入手推广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能源篇提出大量车载发电
机取代现有发电厂及电网系统，结合退化耕地进行生态修复大规模种植能源草，并彻底取代化石燃料的
能源转型之路；及能源草产业发展面临的大水肥来源困境及解决方案；详述依据高效流体减阻技术设计
出高速太阳能飞艇解决生产运输瓶颈、高速管道运输系统及河道大规模乃至跨洋调配各大江河入海淡水
，截断磷元素流失路径而缓解磷危机；及空中城市生态系统的建立，和高速太阳能飞艇对军事变革的巨
大作用；并以能源草产业发展为契机，推动退化耕地修复并大规模改造各类旱地使粮食产量成十倍提高
从而使地球人口承载力提高三倍至五百亿人以上，使陆地大农业得到空前巩固和发展；工业革命篇介绍
了进一步推动南北极冰川城市生态、海洋水下城市生态的建立、发展海洋牧场种植海藻等解决碳封存、
气候变化及粮食危机、磷危机的设想，并推动高效流体减阻技术在其他领域应用产生革命性影响并爆炸
性增长，从而推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设想；指出纳米技术、工业4．0、大数据、云计算、生物基因技术
、清洁能源、太空移民技术等都不具备工业革命的独有特征而否定这些是工业革命的说法，并预测了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及路线；指出决定各类上层建筑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是科技进步，未来篇
从梳理生物纳米技术进展入手分析短时期内向永生社会进军的可能性，论证科技进步是动物进化到人乃
至人类文明构建与发展的终决定性因素，指出永生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及对当今人类社会尤
其意识形态可能产生的冲击；进而以此为基础探讨统一意识形态，消灭国家、种族、社会组织形态推动
制度创新及消除战争因素与犯罪因素和平走向全球一体化之路。

章、概述：

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日益枯竭，并引起雾霾、气候变化等巨大环境问题。目前以替代石油燃料为目标
的新能源汽车动力技术如：各种石油替代燃料技术，但转化环节多，每多一个环节都会增加巨大的成本
，各有各的缺陷，例如生物乙醇成本昂贵，生产量少，还存在与粮争地等问题，而且粮食每年总产量约2
5亿吨，而能源消耗一百五十亿吨油当量，不是一个数量级；甲醇、二甲醚也存在同样问题，有的还存在
毒性；天然气、石油液化气等虽有满意效果，但属于化石燃料，对碳减排基本无效；一度有很多科学家
主张转型氢能源（燃料电池）等，但氢燃料电池价格更加昂贵，重量大，实际上尚处于研发阶段；而氢
获取成本、储运技术、铂催化剂替代、氢气站安全性等远未解决，（据测算使用氢作燃料费用是汽油的
数倍乃至八倍，加氢站造价为加油站的数十倍），尚难以商业化；经过反复争论后现在主流科学家大都
认为电动汽车尤其纯电动汽车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中国政府就确定其规划为未来汽车发展的主要技术路
线，但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重量大，价格昂贵，且充电时间长，续航里程有限，充电桩建设困难，电力
增容投资巨大，电池安全性有待提高且报废后回收处理污染大等，而且电动重卡采用这一研发思路似乎
陷入了困境。

在长期研究探索发现生物质能取代化石能源走入死胡同后，又发现燃烧污染尤其高温燃烧（包括内燃机
等动力机械内的燃烧过程）难以消除污染后，主流科学家主张能源转型目标是氢能源，为消除分散的内
燃机燃烧污染，集中发电是减少污染的有效途径，反映到汽车发展路线上，就是确定目标发展氢燃料电
池汽车，作为过渡发展纯电动汽车，这是目前汽车发展技术路线的由来。汽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电动汽
车没有大的争议，但是否只有纯电动汽车一条路？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直接以可再生的燃料例如常见的



生物质燃料直接作为汽车动力、并像现有汽车一样燃料来源广泛、储运补充方便没有里程焦虑、并消除
尾气污染？此外随着科技进步，生物质能源真的还是死胡同吗？
有无可能在取得某些技术突破后大规模发展生物质能源？

研发人员确曾长时间把目光投向兼容各种燃料的外燃机在汽车上的应用，汽车名字中的“汽”字就来自
早的蒸汽机汽车；斯特林机发电效率不亚于内燃机，但自重大、输出扭矩小、暖机时间长等不适合用于
直接输出动力的汽车发动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上就已有定论；此外约一百年前，尤其二战期间，出
现过大量以木柴、煤炭为燃料的汽车、坦克等，其主要原理是对木柴、煤炭等燃料高温气化产生（木）
煤气，经净化后通入专用内燃机做功，直接输出动力驱动汽车前进，然而由于气化而得的煤气或木煤气
燃值低、污染严重、启动慢、动力输出不稳定等原因而逐渐淘汰。虽然一直不断有人研究生物质燃料用
于汽车的可能性，例如中国大陆的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物质能汽车的动力系统技术揭示了一种单缸四冲
程的生物质裂解气汽车发动机［1］，虽说利于用现有燃油汽车进行简单改装即可或仅需购买专用的裂解
气发动机进行改制，但由于市场上小汽车时速要求百公里以上，所需发动机功率动辄上百马力，现有生
物质气的低热值导致发动机较重，且适合车载重量的发动机功率在三十到七十马力以下，相应车速降低
根本不能满足要求；而且生物质气热值不稳定，变化太大而造成动力输出不稳，难以满足汽车动力需要
；其他类似研究也大都局限于此。

未被注意的是电动汽车出现后，电驱动力系统的高效是公认的，外燃机技术经上百年发展也已今非昔比
，那么外燃机发电系统单纯只作为增程器式电源能否避开这些缺陷，若再辅以小容量蓄电池调蓄电量保
证启动、暖机等阶段供电的方案是否可行？此外随着各类发电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无可能突破木柴、煤
炭气化发电技术的瓶颈？若能解决生物质气化发电技术瓶颈的焦油清除技术后再集成于车载系统，以解
决气化气体燃值低、污染大的问题，因为电驱动系统的高效性使电动小汽车百公里耗电在十到十五度左
右，前面提到的生物质裂解气发动机［1］是完全可以达到发电量要求的；而且如果可行则这类电动汽车
造价将极其低廉，现谨怀抛砖引玉之心与大家共同探讨。至于船舶工程可直接使用生物质锅炉代替燃煤
锅炉或燃油发电机组，蓝天蓄电池6-FM-24 12V24AH规格参数因技术很简单，就不做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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