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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城区屋顶铺设光伏结构荷载验证证明*惠城区光伏咨讯

一、惠城区屋顶铺设光伏结构荷载验证：

        光伏屋顶承重承载力检测鉴定报告 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能源的高度消耗，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和企业在能源转型上也在做着积极地探索。猛狮科技一个利用厂房屋顶投建的分布式光伏电站以“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模式运行一年来，在企业自身实现发电和节能收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用电高峰时的供电压力
随着分布式光伏应用在工业园区的规模化推广，既有工业厂房建筑成为我市光伏应用的主要市场，既有建筑屋顶安装光伏发电项目的可利用性正是规模化推动屋顶光伏应用的重要基础。

二、惠城区屋顶铺设光伏结构荷载验证相关知识：
1、屋顶面积直接决定光伏发电项目的容量，是基础的元素，屋面上是否存在附属物，如风楼、风机、附房、女儿墙等，设计时需要避开阴影影响。
2、屋面朝向决定着光伏支架、组件、串列、汇流箱的布置原则，比如东西走向的屋面，背阴面的方阵是否需要设置倾角，组件串联时阴阳两面尽量避免互连，汇流箱及逆变器直流输入输入尽量为同一屋面朝向的阵列/
3、屋面材质基本分为彩钢瓦、陶瓷瓦、钢混等，其中彩钢瓦分为直立锁边型、咬口型(角驰式，龙骨呈菱形)型、卡扣型(暗扣式)型、固定件连接(明钉式，梯形凸起)型。前两种需要转接件，后两种需要打孔固定；陶瓷瓦屋面既可以使用转接件，也可以不与屋面固定，利用自重和屋面坡度附着其上；钢混结构屋面一般需要制作支架基础，基础与屋面可以生根也可以不生根，关键考虑屋面防水、抗风载能力、屋面设计荷载等因素。
4、屋面的设计使用寿命决定光伏电站的使用寿命。
5、屋面荷载屋面荷载大体分为荷载和可变荷载。荷载也称恒荷载，指的是结构自重及灰尘荷载等，光伏电站安装在屋面，需要运营25年，其自重归属于恒荷载，因此，在项    目前期考察时，需着重查看建筑设计说明中恒荷载的设计值，并落实除屋面自重外，是否额外增加其他荷载，如管道、吊置设备、屋面附属物等，并落实恒荷载是否有余量能够安装光伏电站。

三、惠城区屋顶铺设光伏结构荷载验证，屋顶彩钢瓦结构光伏检测方案如下：
1．收集设计资料、施工质保资料等相关资料；
2．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资料，对建筑物的楼面荷载、使用环境、使用历史等作全面调查；
3．外观质量检测；
4．结构布置检测，采用卷尺、皮尺检测该建筑结构轴线；
5．测量主要结构构件几何尺寸、截面规格；
6．钢构件涂层厚度检测；



7．采用超声波探伤法检测钢梁、钢柱、钢网架部分杆件的焊缝质量，采取随机抽测的原则；
8．抽查螺栓质量；
9．测量角柱的水平位移；
10．根椐上述检测结果及查阅相关的资料，编制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综合评定该工程质量及其安全性，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四、惠城区屋顶铺设光伏结构荷载验证的主要内容：

一、混凝土结构光伏屋面承重检测范围：1、混凝土强度（钻芯、回弹、超声等）及砌体强度、抹灰砂浆强度检测2、混凝土结构实体检测（构件尺寸、配筋、保护层厚度等）3、混凝土及钢管混凝土内部缺陷超声检测4、建筑结构荷载试验5、结构动力特性及振动测试6、爆破振动测试7、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温度监测8、后锚固件（植筋、膨胀螺栓、化学螺栓、吊钩等）抗拔试验9、外墙饰面砖粘结强度、碳纤维粘结强度、粘合钢板粘结强度检测10、外墙饰面砖粘结质量红外热像检测11、回弹仪校验 二、钢结构光伏屋面承重检测：1、钢结构焊缝质量无损检测：超声波检测、磁粉检测、X射线检测、渗透检测、焊缝目视检测2、钢结构高强螺栓施工扭矩终拧值检测3、金属材料硬度检测4、钢结构涂层检测：防腐涂层厚度检测、防火涂层厚度检测、涂层附着力检测5、钢结构构件几何尺寸检测6、钢结构应力应变和变形检测 三、岩土检测工程：1、基坑监测（沉降观测、分层沉降、水平位移、倾斜、测斜、支护结构内力、锚杆拉力、土压力、孔隙水压力、地下水位、裂缝观测）2、隧道监测3、建筑物沉降观测4、软土地基施工监测5、工程测量、钻孔测斜6、土工试验

五、屋顶光伏承重检测鉴定专载荷计算：

    将太阳能电池阵列安装在地面上或者房屋屋顶上，以及住宅的平屋顶上的场合，首先打好牢固的地基，然后再作支架设计。支架(支持物)大部分都是钢结构。
     支架是安装从下端到上端高度为4m以下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时使用。结构设计时把允许应力设计作为基本，设计用的荷重是以等价静态荷重为前提。到现在为止关于太阳能电池阵列的支架没有设计标准，如果作为电气设备考虑的场合，按照送电支撑物设计标准，如果作为建筑物考虑，则按照建筑法、建筑物荷重等。但是，这些标准在设计对象和设计方法的考虑中存在一些差异，不适合称为太阳能电池阵列的设计标准。
2.1假想荷重
作为太阳能电池阵列用支架结构设计时的假想荷重，有持久作用的固定荷重和自然界外力的风压荷重、积雪荷重及地震荷重等。此外，也有因温度变化产生的“温度荷重”，但是在除了焊接结构的长部件以外的支撑物中，与其他荷重相比很小，因此忽略不计。
①固定荷重(G )。组件质量( M G )和支撑物等质量( K G )的总和。
②风压荷重(W )。加在组件上的风压力( M W )和加在支撑物上的风压力( K W )的总和(矢量和)。
③积雪荷重( S )。与组件面垂直的积雪荷重。
④地震荷重( K )。加在支撑物上的水平地震力(在钢结构支架中地震荷重一般比风压荷重要小)
荷重条件和荷重组合如表1所示。多雪地区的荷重组合，把积雪荷重设为平时的70%，暴风时及地震时设为35%。
2.2风压荷重
在设计太阳能电池阵列安装用支架结构时，在假想荷重中较大的荷重一般是
风压荷重。在电池阵列中因风引起的损坏多数在强风时发生。这里规定的风压荷重只适用于防止因强风导致的破坏为目的的设计。
(1)设计时的风压荷重
作用于阵列的风压荷重：W = CW×q×AW
式中W是风压荷重( N )；C W是风力系数；q设计用速度压(N/m2)；A W是受风面积(m2)。
(2)设计时的速度压
设计时的速度压：q = q0×α×I×J
式中q是设计用的速度压(N/m2)；q0是基准速度压(N/m2)；α是高度补偿系数；
I是用途系数；J是环境系数。
对于设计速度压q，一般应按照如下准则计算:对于地上16m以下和16m以上场合的速度压算式应按照如下准则计算：地上16m以下的场合: 60；地上16m以上的场合:1204。这里，h为地面以上的高度。在地面31m以上安装的场合，风力系数规定为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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