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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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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设计计算

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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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屋面光伏组件阵列排布平面图

屋面光伏组件阵列排布剖面图

设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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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20kV集中式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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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DC

AC

DC

注：1.本方案主要适用于集中式逆变器及升压变压器安装在地

面配电间或箱式配电站内。

    2.升压变压器采用双分裂绕组变压器。

电网电压

10kV、20kV

光伏组件串

集中式逆变器

直流

汇流箱

10kV、20kV集中式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并网应用方案

集中式逆变器

直流

汇流箱

直流

汇流箱

直流

汇流箱

光伏组件串

光伏组件串

光伏组件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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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AC

交流

汇流箱

DC

AC

DC

AC

DC

AC

SPD1

SPD2

电网电压

10kV、20kV

交流

汇流箱

光伏组件串

光伏组件串

光伏组件串

光伏组件串

组串式逆变器

组串式逆变器

组串式逆变器

组串式逆变器

10kV、20kV组串式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注：1.本方案主要适用于地面空间有限，逆变器和汇流箱可安装于建

筑屋面的组串式逆变器。

 2.虚线框示意交流配电柜，如该配电柜和变压器安装在同一个房

间内，则SPD2可以取消。 10kV、20kV组串式逆变器

并网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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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DC 电网电压

380V

集中式逆变器

直流

汇流箱

直流

汇流箱

光伏组件串

光伏组件串

380V集中式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注：1.本方案主要适用于集中式逆变器安装在地面配电间或箱式

配电站内。

    2.变压器是否安装取决于集中式逆变器输出电压确定。

380V集中式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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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汇流箱

电网电压

380V

交流

汇流箱

DC

AC

DC

AC

DC

AC

DC

AC

光伏组件串 组串式逆变器

光伏组件串 组串式逆变器

光伏组件串 组串式逆变器

光伏组件串 组串式逆变器

380V组串式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并网应用方案

380V组串式逆变器

注：本方案主要适用于有限的地面空间，逆变器和汇流箱可安

装于建筑屋面的组串式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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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AC

电网电压

380V

DC

AC

1级

交流

汇流箱

2级

交流

汇流箱

DC

AC

DC

AC

1级

交流

汇流箱

L1L2L3

L1L2L3

L1L2L3

L1L2L3

并网应用方案

380V三相输出微型逆变器

注：1.本方案采用三相输出型微型逆变器，主要适用于有限的地面空

间，逆变器可结合组件安装，汇流箱可安装在建筑屋面。

    2.每台微型逆变器可接入1片～4片组件。

380V三相输出微型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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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应用方案

380V单相输出微型逆变器

DC

AC

光伏组件 微型逆变器

DC

AC

DC

AC

DC

AC

DC

AC

DC

AC

2级

交流

汇流箱

电网电压

380V

L1

L2

L3

注：本方案采用单相输出型微型逆变器，主要适用于有限的地

面空间，逆变器可结合组件安装，汇流箱可安装在建筑屋

面。

380V单相输出微型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1级交流

汇流箱

1级交流

汇流箱

1级交流

汇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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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应用方案

220V组串式逆变器

电网电压

220V

组串式逆变器

DC

AC

光伏组件串

注：本方案为单台逆变器不大于8kW的低压并网系统，采用组串式逆变

器，适用于有限的地面空间，逆变器和汇流箱可安装在建筑屋面。

220V组串式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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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网应用方案

220V微型逆变器

DC

AC

光伏组件 微型逆变器

电网电压

220V

DC

AC

注：本方案采用微型逆变器，适用于屋面情况复杂的场所。

220V微型逆变器并网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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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箍筋

主筋

C25现浇混凝土

条形基座平面图

后立柱底板

a

α

1-1

后立柱

斜梁

平屋面光伏系统组件平面布置图

光伏组件

横梁

U型地脚螺栓

余同

°

单侧压块

光伏组件

单侧压块

双侧压块

光伏组件

建筑屋面

条形基座

1

1

平屋面光伏系统组件

平面布置图

双侧压块

单侧压块

M8内六角螺栓

斜梁

光伏组件

横梁

M10×30内六角螺栓

配下托板

下边托板

下中托板

M10×30内六角螺栓

配下托板

M8内六角螺栓

中压块

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

横梁

斜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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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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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详图

4M10×30

横梁连接件

横梁

横梁连接件节点图

1
8

1M12

M10×30外六角螺栓组合 

斜梁

U41×52×2.2

立柱

M10×30外六角螺栓组合 

横梁1 横梁2横梁连接件

平屋面光伏系统组件支架详图斜梁 斜梁

斜梁

梁柱连接节点

3

20

100

1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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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连接件 柱脚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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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布置图

横梁 光伏组件

余同1

1

1-1

建筑屋面

斜梁单侧压块

双侧压块

长

高

a a

6箍筋

混凝土块状基座

长

宽

6箍筋二道

a-a

C25混凝土现浇

U型地脚螺栓

坡屋面光伏系统组件平面布置图

单侧压块

单侧压块

双侧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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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12金属屋面光伏系统组件

平面布置图

1

金属屋面光伏系统组件平面布置图

1-1

导轨连接件

ST4.8自攻螺栓

导轨

双侧安装

L=120mm

导轨

导轨

1

组件

M8螺栓

导轨

穿刺

单侧压块

2

组件

M8螺栓

导轨

穿刺

双侧压块

3 4

导轨

M8螺栓

2-M8螺栓

金属屋面夹具

2平垫+1弹垫+1螺母

2平垫+1弹垫+1螺母

单侧压块

金属屋面

双侧压块

金属屋面直立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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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女儿墙

光伏组件

建筑屋面

建筑屋面接闪器

L
a

每列组件支架、导轨与扁钢连接

不少于2处

Lb≤L
b

L
a

-25×4热镀锌扁钢贴屋面平敷成网格状

做屋顶光伏系统的防雷网

注：1.新建建筑屋面光伏系统的防雷接地可结合建筑一体化设计，结合

      屋面防雷网于各列处预留接地扁钢引出点。

2.本图为屋面光伏系统结合建筑原有防雷系统设置防雷接地示意要求。

3.图中明敷扁钢网格间距La、L
b
数值需结合建筑防雷类别定，具体参见表5。

4.组件的可靠接地做法应由组件厂家提供具体要求。

表5   公共建筑屋面防雷网格尺寸表

Lb Lb ≤L
b

网格尺寸La×L
b
(m)公共建筑防雷类别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10×10或≤12×8

≤20×20或≤24×16

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防雷平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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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平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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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

2

建筑物女儿墙

光伏组件

建筑屋面

金属电缆桥架

20m≤ Lc ≤30m

2
0
m
≤

 
L
c
 
≤
3
0
m

2
0
m
≤
 
L
c
 
≤

3
0
m

20m≤ Lc ≤30m

桥架首端接地点

桥架末端接地点

桥架中间接地点

桥架中间接地点

桥架末端接地点

桥架末端接地点
桥架中间接地点

桥架中间接地点

注：1.金属电缆桥架内通长敷设一根25×4热镀锌扁钢,一

      端与建筑物接地干线可靠连接,作为桥架专用接地

      保护导体。

    2.金属电缆桥架全长不大于30m时，不应少于2处与保

      护导体可靠连接；全长大于30m时，每隔20m～30m

      应增加一个连接点。起始端和终点端均应可靠接地。

    3.非镀锌桥架本体之间连接板的两端应跨接保护联结

      导体，保护联结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设计要求。

    4.镀锌桥架本体之间不跨接保护联结导体时，连接板

      每端不应少于2个有防松螺帽或防松垫圈的连接固定

      螺栓。

    5.逆变器与汇流箱的布置视屋面具体情况确定。

桥架底部设金属支架

桥架底面距屋面距离宜

序号

建筑屋面 建筑屋面

建筑屋面

1

2

3

4

名称 材料与规格单位

金属电缆桥架 

保护联结导体

接地保护导体

保护导体（接地网）

根

m

m

见工程设计 m

表6   材料表

金属电缆桥架接地节点详示意图

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桥架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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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工程设计

见工程设计

见工程设计

桥架接地图

0.15m～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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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接地装置连接做法

(扁钢宽)

扁钢

(扁钢宽)

扁钢

注：1.屋面防雷接地装置的焊接应采用搭接焊，除埋在混凝土中的焊接头外，应

 采取防腐措施。

    2.扁钢与扁钢搭接长度不小于扁钢宽度的2倍，且不应少于三面施焊。

    3.圆钢与圆钢、圆钢与扁钢搭接长度不小于圆钢直径的6倍，且应双面施焊。

    4.焊缝应平整无间断，不应有凹凸、夹渣、气孔、未焊透及咬边等缺陷。

圆钢

扁钢

圆钢

圆钢

(扁钢宽)

扁钢（宽）

扁钢（窄） 扁钢

(
扁

钢
宽

)

扁钢

扁钢

焊接

焊接

焊接

焊接焊接

焊接

焊接

11

圆钢焊接 圆钢

3
焊接

扁钢

圆钢

圆钢

圆钢
焊接

焊接 焊接

焊接

(扁钢宽)
1-1

3

3-3

22

2-2

扁钢之间搭接焊做法（一） 扁钢之间搭接焊做法（二） 扁钢之间搭接焊做法（三）

圆钢之间搭接焊做法（一） 圆钢与扁钢之间搭接焊做法圆钢之间搭接焊做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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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涌保护器设置与选择

SCB1

SPD1

光
伏

组
件

交流汇流箱

逆变器

至用户侧配电室

用户侧配电

交流配电柜

汇流箱

逆变装置

光伏方阵

Ⅰ级试验A级

试验类型
波形

～
＝

光
伏

组
件

逆变器

交流汇流箱

≥20 ≤2.5

雷电防护等级

B级

C级

D级

SPD2

SCB2

～
＝

SPD2

SCB2

表7   SPD1选型表

Ⅰ级试验

Ⅰ级试验

Ⅰ级试验

≥15

≥12.5

≥12.5

≤2.5

≤2.5

≤2.5

注：1.逆变装置装设在屋面或室外，交流配电柜装设在室内，

在电气接地装置与建筑物防雷接地装置共用或相连的情

况下，图中SPD1的选型见表7；

    2.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划分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的

规定；

    3.SPD前需串联相应级别的SPD专用后备保护器SCB；

    4.交流汇流箱与配电柜如整合成一个配电柜，则SPD2和

SCB2可取消；

    5.交流汇流箱设在屋面或室外时，汇流箱内宜安装Ⅱ级试

验的电涌保护器，其电压保护水平不应大于2.5kV，标称

放电电流值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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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SPD安装示例
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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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12
小型光伏系统监测示例

UPS

网络交换机

网络打印机 光伏发电监测系统

上级监测系统

通讯管理机/通讯网关

PRT PC

逆变器TB01 环境数据监测仪

RS485

硬件防火墙

不间断电源

以太网

环境温湿度光照传感器 组件温度

逆变器TB02

逆变器TB03

汇流箱AD01

汇流箱AD02

汇流箱AD03

汇流箱AD×N 多功能电表

风向 风速

设备类型 采集内容 设备类型 采集内容

汇流设备

各路直流输入电流

电能计量

装置

系统频率

直流输出电流/电压 各相/线电压

开关设备状态 各相/线电流

逆变器

直流侧电压 系统有功功率

直流侧电流 系统无功功率

总直流功率 系统视在功率

交流侧相/线电压 系统功率因素

交流侧相/线电流 正向电能

总有功功率 反向电能

总无功功率 电压平均总谐波畸变率

总功率因素 电流平均总谐波畸变率

电网频率

环境监测

设备

环境温度、湿度

逆变器故障 组件温度

日发电量 风速、风向

总发电量 日照辐射强度

以太网

以太网

移动APP终端 光伏数据中心

注：1.监测系统包括参数/设备的监视、设备状态监视、远

      程操作、故障报警信息以及环境参数，统计和显示日

      发电量，总发电量、节能减排指标等信息，并可形

      成可打印的报表。

    2.系统具有数据存储查询功能，并能够记录1年以上数

      据，方便历史信息和故障记录查询。

    3.系统具有开放的通信协议、标准通信接口、能实现

      实时通信，进行集中监测并实现故障自动记录、用电

      评价指标的记录计算等。

摄像头

摄像头

硬盘录像机
以太网

多功能电表

多功能电表

多功能电表

摄像头

表8   小型光伏系统设备监测信息表

RS485

RS485 RS485

小型光伏系统监测示例

制
 
图

设
 
计

校
 
核

程
  澍

陈
军

松
王

宇
龙

逆变器TB×N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AutoCAD SHX Text
……



25
2023浙DT

页

图集号 12
中、大型光伏系统监测示例

表9   中、大型光伏系统设备监测信息表

UPS

网络交换机

网络打印机 光伏发电监测系统（远程） 数据及网络服务器

通讯网关

PRT PC DS

硬件防火墙

不间断电源

对时装置

GPS 北斗

正向隔离器

数据远传机

公共网络

以太网

以太网

以太网

以太网

纵向加密装置

以太网

接入路由器

去电力局地调系统

逆变器TB01

逆变器TB02

逆变器TB02

逆变器TB×N

汇流箱AD01

汇流箱AD02

汇流箱AD03

汇流箱AD×N

环境数据监测仪

风向

（根据电力公司要求选配）

设备类型 采集内容 设备类型 采集内容

汇流设备

各路直流输入电流

电能计量

装置

系统频率

直流输出电流/电压 各相/线电压

开关设备状态 各相/线电流

逆变器

直流侧电压 系统有功功率

直流侧电流 系统无功功率

总直流功率 系统视在功率

交流侧相/线电压 系统功率因素

交流侧相/线电流 正向电能

总有功功率 反向电能

总无功功率 电压平均总谐波畸变率

总功率因素 电流平均总谐波畸变率

电网频率

环境监测

设备

环境温度、湿度

逆变器故障 组件温度

日发电量 风速、风向

总发电量 日照辐射强度

数据采集机

通讯网关
RS485

光纤环网

RS485RS485

移动APP终端

光伏数据中心

注：1.监测系统包括参数/设备的监视、设备状态监视、远程操

      作故障报警、视频监控信息以及环境参数，统计和显示日

      发电量，总发电量、节能减排指标等信息，并可形成可打

      印的报表。

    2.系统具有数据存储查询功能，并能够记录1年以上数据，

      方便历史信息和故障记录查询。

    3.系统具有开放的通信协议、标准通信接口、能实现实时通

      信，进行集中监测并实现故障自动记录、用电评价指标的

      记录计算等。

    4.各电站数据建议采用可靠的光纤环网传输到监测中心，数

      据上传电力局按需配置纵向加密装置。
摄像头

摄像头

摄像头

硬盘录像机

光伏发电监测系统

（本地）PC

调度管理机

网络交换机

电能质量装置

综合保护装置

公用测控装置

直流屏

RS485

以太网以太网

以太网

风速 光照传感器环境温度 组件温度

通讯网关 通讯网关

以太网

以太网

硬件防火墙

以太网

中、大型光伏系统监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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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装机容量计算

  1.1 项目基本情况。

杭州某商业地上建筑面积40,000m2
，有生活热水需求，不具备地源热

泵使用条件，屋面可安装光伏面板，无余热或废热利用，且不具备导

光管采光系统及其它可再生能源利用条件，地块容积率为5.0，根据

生活热水需要计算的太阳能光热集水器面积为150m2
。

1.2 可再生能源年综合利用量最小值核算。

根据项目条件，相关数据代入本图集第4页式（1-2）、式（1-3）后：

QL≥9×40000×4/5=288000 （kWh/a）
QL+QG≥9×40000=360000 （kWh/a）

因本项目无余热或废热利用，则可再生能源年综合利用量最小值为

QL(min)为360000（kWh/a）。

  1.3 最小光伏面板安装面积Ad 计算。

QL(min)扣除条件中的150m2
太阳能光热提供的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Qw，

可得光伏系统需提供的年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QPV：

Qw= 230×150=34500 （kWh/a）
QPV = QL(min)- Qw=360000 - 34500=325500 (kWh/a)

假设本项目选择单面单晶硅光伏组件（最大功率470W），采用正南方

向水平安装设置于屋面，则E P根据本图集第5页中的表3取值为

194kWh/（m
2
·a），代入本图集第4页式（1-5）可得到最低光伏面板

安装面积Ad为：

Ad= QPV/194=325500/194≈1678（m2
）

1.4 光伏发电系统装机容量PAZ计算。

所选470W单晶硅组件外形尺寸为2112mm×1052mm。
该项目所需组件数量Nd=1678/2.112/1.052≈756（块）,代入本图集第5

页中式（1-7）：

         PAZ=756×470=355320（W）=355.32（kW）

   1.5 光伏发电系统年预测发电量En计算。

    该项目实际安装的光伏组件面积Ad= 756×2.112×1.052=1679.7（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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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设计计算示例

    代入本图集第5页中式（1-8），则有：

                       En=1679.7×1218×0.2×0.8≈327340 （kWh/a）
        经验算，En大于QPV，光伏系统设计满足可再生能源设计要求。

    2 逆变器选择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 50797的要求，逆变器

允许的最大直流输入功率的和不小于对应光伏方阵的实际最大输出直

流功率。结合上述第1.5节的计算结果，可选择单台最大直流输入功

率为120kW的逆变器三台。

逆变器选择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若选用高效率、大功率单台容量大的逆变器，逆变器发生故障时，光

伏系统损失发电量较大；选用单台容量小的逆变设备，则设备数量较

多，会增加投资后期的维护工作量；由于355.2kWp光伏组件占用屋

面面积较大，选用多台逆变器，有利于管线就近引入，节省线材。因

此，本算例拟采用三台最大直流输入功率为120kW的逆变器。

    3 光伏组件串的串联数计算

光伏组件的串联数N值计算与光伏组件及逆变器的个性化性能参数紧

密相关，在计算前应对其进行取值假定。

本计算示例假设光伏组件选用单晶硅光伏组件，详细参数如下：

Kv：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温度系数，暂定为-0.27%；

K′v：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温度系数，暂定为-0.27%；

N：光伏组件的串联数（N取整）；

t ：光伏组件工作条件下的极限低温(℃)，模拟为-8.8℃；

t′：光伏组件工作条件下的极限高温(℃)，模拟为54℃；

Vdcmax：逆变器允许的最大直流输入电压（V），暂定为1100V；

Vmpptmax：逆变器MPPT电压最大值（V），暂定为1000V；

Vmpptmin：逆变器MPPT电压最小值（V），暂定为180V；

Voc：光伏组件的开路电压（V），暂定为50.3V；

V pm：光伏组件的工作电压（V），暂定为42.7V。

设计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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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光伏组件及逆变器的个性化性能参数代入本图集第6页中式（2-1）
    及（2-2），可得：

N≤20 (个)
     5≤N≤21 (个)

对上式取整,可得N值范围：

  5≤N≤20 (个)
综合考虑安装维修通道、光伏阵列的总长度、单位屋面面积的光伏发

电量、不同输出功率的逆变器接入的光伏组件串数在同区域宜统一等

因素，适当多的组件串接个数有利于提高屋面的利用率，本项目采用

N=20。

 4 光伏组件串的并联数计算

每组串峰值功率：20（块）×470（Wp）=9.4（kWp）；

组串并联数：M≤120（kWp）/9.4（kWp）≈12；
单台逆变器接入的光伏组件实际数量：20×12=240（块）；

单台逆变器实际峰值功率：

Pn=240×470（Wp）=112800（Wp）=112.8（kWp）。

 5 光伏阵列间距计算

光伏阵列按正南向以最佳倾角方式布置，安装倾角为20°：
光伏组件尺寸（长×宽）：2112mm×1052mm；

光伏阵列间距D，应保证在冬至日当天太阳时9：00～15：00不被遮挡。

根据本项目地理条件，取阵列倾角β=20°,当地纬度φ=30.24°， 阵列倾

斜面长度L暂定为2112mm，将上述数据代入本图集第7页中式（4-2），

可得：

D=3330（mm）；

光伏组件投影面长度：

b=L×cosβ=2112×cos20°≈1985（mm）；

27
2023浙DT

页

图集号 12

      前后排光伏阵列间距：

d=D－b=3330－1985=1345（mm）；

   考虑安装误差及屋面坡度，取d为1500mm。

光伏组件遮光物最高点与最低点间的垂直距离：

H=L×sin20° =2112×sin20°=722mm；

女儿墙或遮光物上沿高出光伏组件最低点的垂直高度h按1000mm考虑；

代入条件到本图集第7页中式（4-1）后得：

光伏组件与女儿墙或遮光物之间的最小距离：

a=1862.8（mm）；

考虑安装误差及屋面坡度，取a为2000mm。

  6 光伏阵列占地面积计算

6.1 按照最佳倾角布置：

  女儿墙或遮光物上沿高出光伏组件最低点的垂直高度可按h=1000mm
     考虑,光伏组件与女儿墙或遮光物侧面之间的最小距离可按

     a=2000mm考虑；光伏组件并向排列之间的最小距离可按c=1000mm
     考虑；前后排光伏阵列间距可按d=1500mm考虑。平面布置图可参见

     本图集第7页。

6.2 按照水平方式布置：

  女儿墙或遮光物上沿高出光伏阵列平面的垂直高度可按h=1000mm考

  虑,光伏组件与女儿墙或遮光物侧面之间的最小距离可按a=2000mm
  考虑；光伏组件之间无需考虑遮挡因素，仅需考虑适当的维修通道，

  通道具体尺寸由设计定，建议不小于600mm。平面布置可根据现场情

  况确定。

屋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设计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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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光伏系统组件支架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荷载级别 跨距

2500

2000

立柱、斜梁

C60×30×10×2.5

C80×40×15×2.5

C90×40×15×2.5

横梁

U52×41.3×2.0

U62×41.3×2.0

U62×41.3×2.0

U72×41.3×2.0

斜撑

C60×30×10×2.0

负重块
用钢量

结构简图
(kg/㎡)

5.0~5.4

6.4~6.9

6.9~7.5450×500×300 (160kg)

2300

19
50

19
5033

00

400×350×300 (100kg)

300×300×300 (64kg)

300×300×200 (43kg)

光伏最不利荷载组合

1.风荷载：Wk＝W0×μS3×μz

式中：Wk——风荷载标准值（kN/m²)；
W0—— 基本风压（kN/m²)；
βz —— 高度Z处的风振系数；

μs —— 风荷载体型系数；

μz ——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2.雪压荷载：Sk＝S0×μr

式中：Sk —— 雪荷载标准值（kN/m²)；
S0 —— 基本雪压（kN/m²)；
μr ——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3.荷载组合：

      P＝γG＋1.4×ψ
风
×Wk＋1.4×ψ

雪
×Sk

      P＝γG＋1.4×ψ
风
×Wk(负风压)

   当永久荷载对结构不利时γ取1.2，其他取1.0；
   当W k≥Sk，ψ风取1.0、ψ

雪
取0.7；

   当W k＜Sk，ψ风取0.6、ψ
雪
取1.0；

   式中：P —— 总荷载（kN/m²)
         G —— 固定荷载（kN/m²)
4.允许荷载设计值

   一级：1.5KN/m2

   二级：2.0 KN/m2

   三级：3.0 KN/m2

   四级：4.0 KN/m2

注：1.基本风压、雪压取值根据《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2012,表E.5（R50)。

允许荷载设计值为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

项系数，光伏最不利荷载。

    2.负重块后标识的重量为该系统抗风需要

水泥块的最小重量，而非建议尺寸的混凝

土重量。

2500

2000

5.6~6.0

450×400×300 (130kg)

350×350×300 (88kg)

300×300×200 (40kg)

300×200×200 (25kg)

6.4~6.9

7.0~7.6

7.6~8.3

2500

2000

C60×30×10×2.0

C80×40×15×2.0

U52×41.3×2.0

U62×41.3×2.0

U62×41.3×2.0

U72×41.3×2.0

C60×30×10×2.0

6.8~7.3

1500×200×200(140kg)

1500×140×140(70kg) 7.3~7.9

7.8~8.4

9.0~9.7

C60×30×10×2.0

除斜撑采用Q235材质，其他均采用Q355
组件规格：1950×992，2块竖装，15°或26°安装角度，离地高度500mm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C90×40×15×2.5

C80×40×15×2.5

C60×30×10×2.5 U52×41.3×2.0

U62×41.3×2.0

U62×41.3×2.0

U72×41.3×2.0

C60×30×10×2.0

除斜撑采用Q235材质，其他均采用Q355
组件规格：1650×992，2块竖装，15°或26°安装角度，离地高度500mm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除斜撑采用Q235材质，其他均采用Q355
组件规格：宽度992，长度无要求，2块横装，15°或26°安装角度，离地高度500mm

荷载级别 跨距 立柱、斜梁 横梁 斜撑 负重块
用钢量

结构简图
(kg/㎡)

荷载级别 跨距 立柱、斜梁 横梁 斜撑 负重块
用钢量

结构简图
(kg/㎡)

表10   光伏系统大组件两块竖装相关参数表

表11   光伏系统小组件两块竖装相关参数表

表12   光伏系统组件横装相关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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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集号 12
导流板型式光伏系统组件支架

零件清单(3×4)（仅供参考，内容及数量根据工程实况确定）

侧前挡板座

前支座

光伏组件

单侧压块

侧后挡板座

后支座

单侧压块

底梁

双侧压块

前支座

底梁

底挡板 右侧挡板

M8内六角螺栓

M8×25外六角螺栓

接地垫片

六角法兰面自攻钉

ST4.8×16

左侧挡板后挡板

外六角螺栓

M8预埋锚栓

M8预埋锚栓

底梁

附加卷材一道
配重块

注：理论上存在最小阴影间距，需根据组件具体倾角进行计算。

序号

1

名称

U型钢底梁

前支座

后支座

侧前支座

侧后支座

单侧压块

双侧压块

底挡板

后挡板

左侧挡板

右侧挡板

不锈钢外六角螺栓

不锈钢内六角螺栓

六角法兰面自攻自钻螺钉

预埋锚栓(配双螺栓)

材料

M8×25
M8×40
ST4.8×16

M8

数量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若干

单位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备注

热镀锌

双面镀层

≥275g/m²

6063-T6,AA15

6063-T6,AA15

SUS304

SUS304

SUS410

热镀锌

表13 导流板型式光伏系统组件支架材料表

1 2 3

平面布置示意 轴侧视图

双面镀层

≥275g/m²

M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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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定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t=2.0

t=2.0

t=2.0

t=2.0

L=60mm

L=60mm

t=0.8

t=0.8

t=0.8

t=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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