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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对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性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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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积雪的清除已成为当今光伏板研究的重点ꎮ 本研究基于光伏电池、传热学和力学的相关原理ꎬ将环境温度设为单一变

量ꎬ通过实验研究不同环境温度(－３ ℃、－４ ５ ℃、－６ ℃、－７ ５ ℃、－９ ℃)对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性能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当积雪厚

度为 ６ ｃｍ、积雪密度为 ４２０ ｋｇ / ｍ３、加热功率为 ２３０ Ｗ / ｍ２、光伏板倾角为 １８°时ꎬ环境温度每升高 １ ℃ꎬ光伏板上积雪待融时间缩

短约 ６ｍｉｎꎬ融化时间缩短约 １１ｍｉｎꎬ除雪总时间缩短约 １７ｍｉｎꎬ除雪耗电量减少约 ３８０ ９ ｋＪꎬ除雪总时间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很大ꎮ
关键词　 光伏板ꎻ除雪ꎻ自加热ꎻ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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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太阳能电池的大规模生产以及光伏组件

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迅

速[１ꎬ２]ꎮ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意识的

不断增强ꎬ利用光伏发电来补充传统的煤电、核电、水
电的缺口越来越重要ꎮ 而在光伏发电发展中ꎬ如何提

高发电效率、延长光伏电池的使用寿命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３]ꎮ 从转换技术角度来提高光伏电池对太阳

能的转换利用率已经十分困难ꎬ并且要付出昂贵的成

本代价[４]ꎮ 研究发现ꎬ光伏发电效率极易受外界环

境因素的影响ꎬ如冬季积雪已成为影响我国中部及北

部地区光伏发电效率的最主要因素ꎬ若不能及时清除

光伏板上的积雪ꎬ将会带来缩短机组寿命[５]、降低发

电效率[６]、造成安全隐患等问题ꎮ
目前ꎬ国内外已存在一些清除光伏板积雪的手

段ꎬ如人工除雪[７]、机械除雪[８－９]、纳米自清洁涂

层[１０]和增大光伏板角度[１１] 等ꎬ但各有一定的弊端ꎮ
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技术基于光伏电池的结构及原理ꎬ
利用光伏电池内 ｐ￣ｎ 结的特性[１２－１３]ꎬ将带有加热带

的光伏板作为负载ꎬ在其两端施加正向电压使其通电

发热来融化板上的积雪ꎬ简便易行ꎬ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ꎮ 此外ꎬ冬季较低的环境温度不仅决定了雪层表面

和光伏板下表面与空气之间的对流换热量ꎬ还影响了

雪层表面与外界的长波辐射量ꎮ 为了提高光伏板的

融雪效率ꎬ本文采用实验方法ꎬ探究环境温度的变化

对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性能的影响ꎮ

１ 光伏板自加热除雪过程分析

１ １ 雪的热物理性质
对于光伏板融雪而言ꎬ首先要了解雪的密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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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比热、导热系数、吸收率、孔隙率等特性ꎮ Ａｄｌａｍ[１４]

认为雪的密度可视为环境温度的二次函数ꎬ随着环境

温度的降低ꎬ雪的密度呈逐渐减小趋势ꎮ 在光伏板融

雪过程中ꎬ雪的状态可以简单分为干雪、湿雪和雪水ꎬ
干雪的密度通常为 ３００~５００ ｋｇ / ｍ３ꎬ湿雪的密度通常

为 ５００~９００ ｋｇ / ｍ３ꎬ雪水的热物理性质基本与液态水

一致ꎬ然而单凭雪的密度是不能完全衡量以上三种雪

的状态ꎬ因为雪的密度还与雪的新旧、雪粒粗细以及

是否被碾压等因素有关ꎮ
雪对太阳能辐射热的吸收率 α 与反射率 ρ 有着

密切关系ꎮ 干雪在可见光与近红外范围内的反射率

ρ 分别为 ０ ９８、０ ７０ꎬ湿雪在可见光与近红外范围内

的反射率 ρ 分别为 ０ ８８、０ ５５[１５]ꎮ 根据反射率及公

式 α＝ １－ρ 来计算雪对太阳能辐射热的吸收率ꎮ
雪的表面发射率 ε 与辐射波长、频率等因素有

关ꎮ 一般来说ꎬ新雪、湿雪和冰表面发射率可分别取

０ ８５、０ ９８ 和 ０ ９７[１６]ꎮ
１ ２ 积雪融化过程及影响因素

光伏板积雪从固态到液态的融化过程即为雪的

相变过程ꎮ 当光伏板底层积雪融化成水后ꎬ底层就会

形成饱和水的湿雪层ꎬ但上层仍为干雪层ꎮ 由于毛细

力和重力的共同作用ꎬ湿雪层会不断增加直至达到最

大高度ꎬ即平衡高度[１７]ꎬ平衡高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

积雪的颗粒大小和孔隙率ꎬ而只有当积雪厚度大于其

本身密度下的平衡高度ꎬ也就是当积雪厚度≥３ ｃｍ
时ꎬ才能依靠光伏板通电加热的方法进行除雪[１８]ꎮ
在光伏板自加热融雪过程中ꎬ融雪速率受到诸多外界

条件影响ꎬ如积雪密度、积雪厚度、环境温度、加热功

率、电池板倾斜角等ꎮ
１ ３ 光伏板融雪阶段性能参数

为了更好的研究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性能ꎬ在光伏

板融雪阶段定义以下几个性能参数:
１)光伏板正面温度:积雪与光伏板交界面的温

度ꎬ即积雪底部温度ꎮ
２)坡峰:在自加热除雪下ꎬ当光伏板表面温度由

不断上升转为骤降ꎬ由此形成的一个温度峰值ꎮ 其对

应的时刻为“坡峰时刻”ꎬ对应的温度为“坡峰温度”ꎮ
此 “坡峰”是判断光伏板上积雪是否发生相变的一个

重要分界点ꎬ“坡峰”前积雪无相变发生ꎬ“坡峰”处及

之后积雪开始融化ꎬ相变由此发生ꎮ
３)待融阶段:是指从开始通电加热光伏板的时

刻(τ０)到光伏板表面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刻(τ１)之间

的时间范围ꎬ即开始加热到“坡峰时刻”所经历的阶

段ꎮ 待融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为“待融时间”ꎮ
４)融化阶段:指从光伏板表面积雪开始融化的

时刻(τ１)到积雪滑落时刻(τ２)的时间范围ꎬ即“坡峰

时刻”到积雪滑落所经历的阶段ꎮ 融化阶段所经历

的时间为“融化时间”ꎮ
５)除雪总时间:由“待融时间”和“融化时间”两

部分组成ꎮ
６)融化温度:指在融化阶段中ꎬ光伏板的正面温

度ꎬ此温度基本保持稳定ꎮ
７)经济性:光伏板发电量与除雪过程中耗电量

之比ꎮ
(１)发电量计算公式:
ＥＰ ＝ Ｈ × Ｐ × Ｋ１ (１)
式中: Ｐ 为系统安装容量ꎬｋＷꎻ Ｈ 为当地标准日

照小时数ꎬｈꎻ Ｋ１ 为系统综合效率ꎮ
(２)耗电量计算公式:
Ｗ ＝ Ｐ × ｔ (２)
式中: Ｐ 为用电功率ꎬＷꎻ ｔ 为用电时间ꎬｓꎮ

２ 实验设置

２ １ 实验目的
影响除雪效果主要有五个因素:雪密度、环境温

度、积雪厚度、加热功率以及光伏板倾斜角度ꎮ 在本

研究中ꎬ主要探讨环境温度对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性能

的影响ꎬ设定环境温度为变量ꎬ其他的雪密度、积雪厚

度、加热功率和光伏板倾斜角度等影响因素为定值ꎮ
２ ２ 实验设计

实验系统(如图 １)主要由直流稳压电源、光伏板

及加热带、焓差实验室和温度采集系统四个部分组

成ꎮ 其中加设于光伏板四周铝合金边框背面的加热

带与光伏板并联在直流稳压电源上ꎬ用于加热边框、
促进积雪融化滑落ꎮ 针对我国北方冬季多雪天气ꎬ当
积雪厚度大于平衡高度时ꎬ也就是当积雪厚度大于 ３
ｃｍ 时ꎬ可采用光伏板通电除雪ꎮ 若积雪厚度小于“平
衡高度”ꎬ由于湿雪的导热系数大于干雪ꎬ光伏板表

面的积雪会在低温环境下迅速转化为冰ꎬ牢牢冻在光

伏板表面很难去除ꎬ这种情况下不宜完全依靠光伏板

通电除雪ꎬ可等到雪后天晴、气温升高ꎬ将光伏板通电

加热作为辅助手段进行除雪ꎮ 因此本实验积雪厚度

设置为 ６ ｃｍꎻ根据实验目的以及积雪的热物理性质ꎬ
采用密度为 ４２０ ｋｇ / ｍ３ 的积雪ꎻ考虑到光伏板的实际

应用情况以及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ꎬ将光伏板倾角设

置为 １８°ꎻ在有干雪覆盖的情况下ꎬ采用直流稳压电

源输出功率为 ２３０ Ｗ / ｍ２ 的热流密度持续融化并使

积雪顺利从光伏板滑落下来ꎮ 针对实验目的ꎬ设置了

５ 个环境温度(－３ ０ ℃、－４ ５ ℃、－６ ０ ℃、－７ ５ ℃、
－９ ０ ℃)的实验工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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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验系统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ｔｕｐ

在光伏板自加热除雪过程中ꎬ特征点温度(即光

伏板正、背面的温度)变化和融雪时间对融雪特性的

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ꎮ 特征点温度的测点分布如图

１ 所示ꎬ在光伏板正面均匀地布置①~⑤ ５ 个温度测

点ꎬ背面相对应的布置⑥~⑩ ５ 个温度测点ꎬ光伏板

正面温度取值为正面 ５ 个测点的平均值ꎬ背面温度取

值为背面 ５ 个测点的平均值ꎬ由此来研究不同环境温

度下光伏板正面及背面的温度变化ꎬ并分别记录从光

伏板开始通电加热到积雪滑落的时间ꎮ

图 ２ 光伏板温度测点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Ｖ ｐａｎｅｌ

３ 实验数据处理与分析

图 ３ 分别为－３ ０ ℃、－４ ５ ℃、－６ ０ ℃、－７ ５ ℃
和－９ ０ ℃的环境温度下光伏板正面及背面的温度变

化情况ꎮ
可见当光伏板正面温度上升到 ０ ℃以上的某个

值时ꎬ存在一个“坡峰”ꎮ 在到达“坡峰”前ꎬ该正面温

图 ３ 不同环境温度下光伏板正面及背面的温度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升速率较大ꎻ到达“坡峰”后ꎬ温度发生小幅度地下

降ꎬ曲线斜率由正变为负ꎬ之后曲线斜率接近于 ０ꎬ温
度基本保持稳定ꎮ 同时ꎬ在光伏板通电加热前ꎬ光伏

板正、背面的初始温度均等于环境温度ꎻ光伏板通电

加热后ꎬ光伏板正面和背面温度均随加热时间的增加

而上升ꎻ在积雪滑落时刻ꎬ光伏板背面温度均高于其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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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３
Ｊｕｎｅꎬ ２０２０

正面温度ꎮ
对比图 ３(ａ) ~ (ｄ)ꎬ可以发现光伏板的背面温度

曲线均在正面温度之上ꎮ 这是由于光伏板正面的对

流换热量和辐射换热量大于其背面的对流换热量ꎬ太
阳能硅电池到光伏板正表面之间的导热热阻 Ｒ ｆ 大于

太阳能硅电池到光伏板背表面之间的导热热阻 Ｒｂꎮ
在图 ３(ｃ)中ꎬ光伏板的正面温度曲线与背面温

度曲线存在两个交叉点:在第一个交点之前和第二个

交点之后ꎬ光伏板正面温度均低于背面温度ꎻ在两个

交点之间ꎬ光伏板的正面温度高于背面温度ꎮ 根据传

热理论ꎬ在第一个交点之前ꎬ光伏板背面主要以自然

对流换热为主ꎬ此自然对流换热系数小于光伏板正面

与积雪之间的导热系数ꎬ故光伏板背面温度曲线斜率

大于正面温度曲线ꎬ背面温度高于正面温度ꎮ 由于光

伏板温度的不断上升ꎬ裸露在较低环境温度中的背面

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的温差逐渐增大ꎬ对流换热和辐

射换热的损失也逐渐增大ꎬ而由于光伏板正面积雪层

具有保温作用ꎬ因此在第一个交点之后的一段时间

内ꎬ光伏板正面温度高于背面温度ꎮ 但随着光伏板正

面积雪的融化ꎬ大量潜热被吸收ꎬ正面温度基本恒定ꎻ
而光伏板背面无积雪覆盖ꎬ无需提供潜热量ꎬ因此背

面温度仍缓慢上升ꎬ最终超越正面温度ꎬ故而产生了

第二个交点ꎬ此后背面温度高于正面温度ꎮ
为了进一步明确环境温度对光伏板自加热除雪

性能的影响ꎬ表 １ 列出了在不同环境温度下ꎬ从光伏

板开始通电加热到积雪滑落所需的除雪总时间ꎻ图 ４
将实验设定的五个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光伏板正面温

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ꎻ在不同环境温度条件下ꎬ图
５ 对比了光伏板自加热除雪过程中“待融时间”和“融
化时间”、图 ６ 对比了“坡峰温度”和“融化温度”ꎮ

表 １ 不同环境温度下的除雪总时间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ｎｏｗ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ｔｉｍ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环境温度 / ℃ －３ ０ －４ ５ －６ ０ －７ ５ －９ ０

除雪总时间 / ｍｉｎ ２３ ９ ３８ ９ ７０ ６ １０９ ０ １２４ １

　 　 通过对表 １ 和图 ４~图 ６ 的分析ꎬ可以看出:在待

融阶段中ꎬ环境温度越高ꎬ则温度提升速率越大、待融

时间越短ꎮ 实验工况下五种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待融

时间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缩短ꎬ对应的温度平均提

升速率分别为 ０ ８５９ ℃ / ｍｉｎ、０ ６９０ ℃ / ｍｉｎ、０ ４３５
℃ / ｍｉｎ、０ ２９８ ℃ / ｍｉｎ 和 ０ １４４ ℃ / ｍｉｎꎬ温升速率随

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大ꎮ
在融化阶段中ꎬ环境温度越高ꎬ则融化温度越高、

图 ４ 不同环境温度下的积雪光伏板正面温度曲线

Ｆｉｇ.４ Ｆｒｏ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 ５ 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待融时间”和“融化时间”
Ｆｉｇ.５ Ｐｒｅ￣ｍｅｌｔｉｎｇ ＆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 ６ 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坡峰温度”和“融化温度”
Ｆｉｇ.６ Ｐｅａｋ ＆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融化时间越短ꎮ 在这五种不同环境温度下的融化温

度整体上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升高ꎬ融化时间随着

环境温度的升高而缩短ꎮ
环境温度越高ꎬ“坡峰温度”越高ꎮ 如图 ６ 所示:

在－３ ０ ℃ ~ －９ ０ ℃这五种不同环境温度下的坡峰

温度分别为 ０ ９２６ ℃、０ ９１１ ℃、０ ８６６ ℃、０ ７７８ ℃
和 ０ ３６９ ℃ꎬ即“坡峰温度”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

升高ꎮ
环境温度越高ꎬ除雪总时间越短ꎮ 如表 １ 所示:

五种不同环境温度下的除雪总时间分别为 ２３ ９ ｍｉｎ、
３８ ９ ｍｉｎ、７０ ６ ｍｉｎ、１０９ ０ ｍｉｎ 和 １２４ １ ｍｉｎꎬ环境温

度每提高 １ ℃ꎬ待融阶段中光伏板正面温升速率提高

约 ３９ ２％ꎬ待融时间缩短约 ６ ｍｉｎꎬ光伏板正面温度曲

—１３１—



第 ４１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制 冷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１ꎬＮｏ. ３
Ｊｕｎｅꎬ ２０２０

线上“坡峰温度”升高约 ２１ ５％ꎬ融化阶段中的融化

温度升高约 １５ ５％ꎬ融化时间缩短约 １１ ｍｉｎꎬ除雪总

时间缩短约 １７ ｍｉｎꎬ因此ꎬ除雪总时间受环境温度影

响很大ꎬ随着环境温度温度的升高而大幅度缩短ꎮ
此外ꎬ环境温度越高ꎬ除雪耗电量越少ꎮ 由光伏

板性能参数和公式 １ 得出光伏板的发电量为 ２８７１ ８
ｋＪꎮ 由表 １ 和公式 ２ 得出:在－３ ０ ℃ ~ －９ ０ ℃这五

种不同环境温度下光伏板自加热除雪耗电量分别为

５３５ ５ ｋＪ、８７１ ６ ｋＪ、１５８１ ８ ｋＪ、２４４２ ２ ｋＪ、２７８０ ５ ｋＪꎬ
光伏板自身的发电量远大于其除雪所需耗电量ꎬ环境

温度每提高 １ ℃ꎬ耗电量可减少约 ３８０ ９ ｋＪꎮ 因此ꎬ
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所需耗电量由其本身储存电量供

给ꎬ不会造成额外的消耗ꎮ

４ 结论

本文通过实验详细分析了当积雪厚度为 ６ ｃｍ、
积雪密度为 ４２０ ｋｇ / ｍ３、加热功率为 ２３０ Ｗ / ｍ２、光伏

板倾角为 １８°时ꎬ环境温度的变化对光伏板自加热除

雪性能的影响ꎬ得出以下结论:
１)环境温度越低ꎬ积雪初始温度就越低ꎬ积雪被

加热升温过程中与周围环境的温差就越大ꎬ从而对流

换热损失和辐射换热损失越大ꎬ因此加热到“坡峰温

度”所需的时间越长ꎬ即待融时间越长ꎬ待融阶段温

度提升速率越小ꎮ
２)环境温度越低ꎬ用于提高融雪温度的显热量

越小ꎬ则“坡峰温度”和“融化温度”就越低ꎮ
３)环境温度越低ꎬ在光伏板自加热除雪过程中ꎬ

光伏板从通电加热到“坡峰温度”所需要的时间就越

长ꎬ除雪的总时间就越长ꎬ除雪耗电量就越多ꎻ每提高

１ ℃的环境温度ꎬ除雪总时间缩短约 １７ ｍｉｎꎬ除雪耗

电量减少约 ３８０ ９ ｋＪꎮ

参考文献

[１]　 谢光亚ꎬ李晓光.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研

究[Ｊ]. 对外经贸实物ꎬ２０１２(０２):２１－ ２４. (ＸＩＥ Ｇｕａｎ￣
ｇｙａꎬ ＬＩ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ꎬ
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２４.)

[２]　 陈雪梅ꎬ王如竹ꎬ李勇. 太阳能光伏空调研究及进展[Ｊ].
制冷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０５):１－９. (ＣＨＥＮ Ｘｕｅｍｅｉꎬ ＷＡＮＧ
Ｒｕｚｈｕꎬ ＬＩ Ｙｏ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６ꎬ３７
(５):１－９.)

[３]　 黄冰. 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的现状及发展[ Ｊ].低碳世

界ꎬ２０１７(３２):７７－ ７８. (ＨＵＡＮＧ Ｂ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Ｊ].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Ｗｏｒｌｄꎬ
２０１７(３２):７７－７８.)

[４]　 雷振宇. 以 ｓｏｌ－ｇｅｌ 技术制备太阳能减反射涂层[ Ｊ].太
阳能ꎬ２００９(０５):２２－２４. (ＬＥＩ Ｚｈｅｎｙｕ.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ａｎｔｉ￣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ｏｌ￣ｇ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
ｇｙꎬ ２００９ (０５):２２－２４.)

[５]　 杨浩雷. 清洁度对光伏组件发电量的影响及脏污的危

害[Ｊ].产业与科技论坛ꎬ２０１７ꎬ１６(０３):７４－７５. (ＹＡＮＧ
Ｈａｏｌｅｉ.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ｒｍ ｏｆ ｆｏｕｌｉｎｇ [Ｊ].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６ (０３):７４－７５.)

[６]　 樊志勇ꎬ牛海霞ꎬ董正茂ꎬ等. 光伏组件表面积雪对其发

电量影响的实验研究 [ Ｊ].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ꎬ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００ － １０１. ( ＦＡＮ Ｚｈｉｙｏｎｇꎬ ＮＩＵ Ｈａｉｘｉａꎬ ＤＯＮＧ
Ｚｈｅｎｇｍａｏ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ｎｏｗ ｃｏｖ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ｍｏｄ￣
ｕｌｅｓ [ Ｊ].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２０１６ (１１):１００－１０１.)

[７]　 高扬. 光伏组件清洁方法浅谈[ Ｊ].太阳能ꎬ２０１３(０９):
６３－６４.(ＧＡＯ Ｙａ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ｈｏ￣
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Ｊ].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２０１３ (０９):６３－６４.)

[８]　 Ｋ Ａ Ｍｏｈａｒｒａｍꎬ Ｍ Ｓ Ａｂｄ￣Ｅｌｈａｄｙꎬ Ｈ Ａ Ｋａｎｄｉｌ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ｈａ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３ꎬ６８(４):２６６－２７２.

[９]　 龚芳馨ꎬ刘晓伟ꎬ王靓. 光伏电站太阳能板的清洁技术

综述[Ｊ].水电与新能源ꎬ２０１５(５):７１－７３. (ＧＯＮＧ Ｆａｎ￣
ｇｘｉｎꎬ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ｗｅｉꎬ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Ｖ 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５(５):７１－７３.)

[１０] 刘锋ꎬ孙震ꎬ姚春利ꎬ等. 光伏电池板清洁技术研究综述

[Ｊ].清洗世界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５):２６ － ２９. ( ＬＩＵ Ｆｅｎｇꎬ ＳＵＮ
ＺｈｅｎꎬＹＡＯ Ｃｈｕｎｌｉ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ｃｌｅ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Ｊ].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ꎬ ２０１６ꎬ３２
(５):２６－２９.)

[１１] 王辉ꎬ牛帅ꎬ于立君ꎬ等. 太阳能光伏板角度控制实验教

学系统设计 [ Ｊ]. 实验室科学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０ ( ２): ７４ － ７７.
(ＷＡＮＧ Ｈｕｉꎬ ＮＩＵ Ｓｈｕａｉꎬ ＹＵ Ｌｉｊｕｎ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 ａｎｇ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Ｊ].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２):７４－７７.)

[１２] 王东ꎬ杨冠东ꎬ 刘富德. 光伏电池原理及应用[Ｍ].北
京:化学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４３ － ４５. (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ꎬ
ＹＡＮＧ Ｇｕａｎｄｏｎｇꎬ ＬＩＵ Ｆｕｄ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 ４:４３－４５.)

[１３] 郑璐ꎬ何凤琴ꎬ卢刚ꎬ等. 离子注入技术在 ｎ 型电池 ｐ￣ｎ
结制 备 中 的 应 用 [ Ｊ]. 太 阳 能ꎬ ２０１６ ( ７): ３５ － ３９.
(ＺＨＥＮＧ Ｌｕꎬ ＨＥ Ｆｅｎｇｑｉｎꎬ ＬＵ Ｇａ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ｏｎ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ｐ￣ｎ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

—２３１—



第 ４１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环境温度对光伏板自加热除雪性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３
Ｊｕｎｅꎬ ２０２０

ｔｙｐｅ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Ｊ].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６(７):３５－３９.)
[１４] Ａｄｌａｍꎬ ＴＮ. Ｓｎｏｗ ｍｅｌｔｉｎｇ[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５０.
[１５] Ｊ Ａ Ｃｕｒｒｙꎬ Ｊ Ｌ Ｓｃｈｒａｍｍꎬ Ｄ Ｋ Ｐｅｒｏｖｉｃ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ＥＢＡ / ＦＩＲＥ ｄａｔａ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ｎｏｗ / ｉｃｅ ａｌｂｅｄｏ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１ꎬ１０６(Ｄ１４):１５３４５－１５３５５.

[１６] 王华军.流体加热道路融雪传热传质特性研究[Ｄ].天
津:天津大学ꎬ 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ｊｕｎꎬ.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ｕｉｄ￣ｈｅａｔｅｄ ｓｎｏｗ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７.)

[１７] Ｒａｃｈｅｌ Ｅ Ｊｏｒｄａｎꎬ Ｊａｎｅｔ Ｐ Ｈａｒｄｙꎬ Ｆｒａｎｋ Ｅ Ｐｅｒｒｏｎ Ｊ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ｉｒ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ｒｉｓｅ 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ｎｏｗ: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１９９９ꎬ１３:１７３３－１７５３.

[１８] 崔凌闯ꎬ李钊ꎬ陈剑波ꎬ等. 积雪厚度对光伏板自加热除

雪性能影响的研究[ Ｊ].节能技术ꎬ２０１８ꎬ３６(５):４０２ －

４０５ꎬ４１０. ( ＣＵＩ Ｌｉｎｇｃｈｕａｎｇꎬ ＬＩ Ｚｈａｏꎬ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ｂｏ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ｎｏｗ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ｎ ｓｅｌｆ￣ｈｅａｔｉｎｇ
ｓｎｏｗ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ｐａｎｅｌｓ [Ｊ]. Ｅｎｅｒ￣
ｇ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６ ( ５): ４０２ － ４０５ꎬ
４１０.)

通信作者简介

刘晓 宇ꎬ 女ꎬ 硕 士ꎬ 上 海 理 工 大 学ꎬ 环 境 与 建 筑 学 院ꎬ
１５３１６０５９２１６ꎬＥ￣ｍａｉｌ:１８０８１７０１４４＠ ｑｑ.ｃｏｍꎮ 研究方向:暖通空

调系统ꎻ空气洁净技术ꎮ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ｙｕꎬ ｆｅｍａｌｅꎬ ｍａｓｔｅｒ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
８６１５３１６０５９２１６ꎬＥ￣ｍａｉｌ:１８０８１７０１４４＠ ｑｑ. ｃｏ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Ｈｅａｔｉｎｇꎬ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ｉｒ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上接第 １２１ 页)
[９]　 谢金法ꎬ段冉.基于 Ｉｓｉｇｈｔ 和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的轿车空调风向

优化研究[ Ｊ].郑州大学学报(工学版)ꎬ２０１４ꎬ ３５(３):
１２４－１２８.(ＸＩＥ Ｊｉｎｆａꎬ ＤＵＡＮ Ｒａｎ.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ｓ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ｌｕｅｎｔ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ｉ￣
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５(３):１２４－１２８)

[１０] 王丹东ꎬ张科ꎬ俞彬彬.适用于－２０ ℃环境的 ＣＯ２ 汽车热

泵系统的开发及性能测试[Ｊ].制冷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２):
１４－２１.(ＷＡＮＧ Ｄａｎｄｏ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Ｋｅꎬ ＹＵ Ｂｉｎｇｂｉｎｇ.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 ２０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９(２):１４－２１.)

[１１] 唐景春ꎬ李晨凯ꎬ叶斌.采用涡旋压缩机的电动汽车空调

准双级压缩热泵性能实验研究[Ｊ].制冷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３９
(１):３４－３９.(ＴＡＮＧ Ｊｉｎｇꎬ ＬＩ Ｃｈｅｎｋａｉꎬ ＹＥ Ｂ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ａｔ ｐｕｍｐ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ｑｕａｓｉ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ｉ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ｃｒｏｌ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９(１):３４－３９.)

[１２] 张子琦ꎬ李万勇ꎬ张成全.电动汽车冬季负荷特性研究

[Ｊ].制冷学报ꎬ２０１６ꎬ ３７(５):３９－４４. (ＺＨＡＮＧ Ｚｉｑｉꎬ ＬＩ
Ｗａｎｙｏｎｇꎬ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ｑｕａ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ＥＶ ｉｎ ｃｏ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５):３９－４４.)

[１３] 王靖宇ꎬ薛超坦ꎬ胡兴军ꎬ等.基于空调送风参数的车室

内流模拟[ Ｊ]. 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ꎬ２０１６.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ｙｕꎬ ＸＵＥ Ｃｈａｏｔａｎꎬ ＨＵ Ｘｉｎｇｊｕｎꎬ ｅｔ 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ｆｌｏ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ａｒａｍ￣
ｅｔｅ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ｄｉ￣
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

[１４] 孟庆超.汽车车室内流场与汽车空调品质研究[Ｄ].长
沙:湖南大学ꎬ２００７.(ＭＥ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ａｏ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ｉｒ￣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ｃａｒ ｃａｂ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ｏｏｒ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Ｄ].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７.)

[１５] 李珊珊ꎬ李明ꎬ杨帆ꎬ等. 某机车驾驶室舒适性研究

[Ｃ] / /高等学校工程热物理第二十一届全国学术会议ꎬ
２０１５.(ＬＩ Ｓａｎｓｈａｎꎬ ＬＩ Ｍｉｎｇꎬ ＹＡＮＧ Ｆ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ｖｅ ｃａｂ ｃｏｍｆｏｒｔ[Ｃ] / /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

[１６] 周一鸣ꎬ毛思荣.车辆人机工程学[Ｍ].北京: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ꎬ ４１０ － ４１７. ( ＺＨＯＵ Ｙｉｍｉｎｇꎬ ＭＡＯ
Ｓｉｒｏｎｇꎬ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４１０－４１７).

通信作者简介

李四旺ꎬ男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ｓｉｗａｎｇ＠ ｇａｃｒｎｄ.ｃｏｍꎬ １８９２２２１７８６５ꎮ 研究

方向为整车热管理ꎬ广汽研究院热管理工程师ꎮ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Ｓｉｗａｎｇꎬ ｍａｌｅ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ｓｉｗａｎｇ ＠ ｇａｃｒｎｄ. ｃｏｍꎬ ｔｅｌ:
１８９２２２１７８６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ＧＡＣ
Ｒ＆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３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