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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屋顶光伏钢结构承重荷载安全性分析

   工业厂房屋顶光伏荷载检测鉴定是保障工业厂房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通过选择我公司的专业服务，您将获得准确的数据和分析，并能够更好地决策和规划光伏项目。欢迎您联系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工业厂房屋顶光伏荷载检测鉴定的信息。  
光伏屋面系统的安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进行安全检测鉴定，我们确定光伏系统是否具备足够的荷载承载能力以应对自然灾害和其他外部力的影响。以下是我们在进行屋面光伏荷载安全检测鉴定时的主要步骤：
现场调研：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前往客户提供的屋面光伏系统所在地，对系统进行全面的现场调研。我们会检查屋面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光伏组件的安装情况。
荷载计算：在现场调研的基础上，我们会进行详细的荷载计算。这包括考虑光伏组件重量、风荷载、雪荷载等因素，并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规范进行准确计算。
结构评估：我们会对屋面结构进行评估，判断其是否满足光伏系统的荷载要求。我们会考虑屋面的材料、梁的跨度和强度、柱的类型和数量等因素。
破坏性测试：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屋面结构的荷载承载能力，我们会进行破坏性测试。这包括对屋面进行负荷测试，观察结构的变形情况，以确定其荷载极限。
报告生成：根据现场调研、荷载计算、结构评估和破坏性测试的结果，我们会生成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将包括对屋面光伏系统荷载安全性的评价和建议。

屋顶光伏承重能力检测鉴定——结构性鉴定
根据检测数据结合设计图纸对上部结构进行验算分析，根据验算结果及现状调查、勘测结果，对结构性进行评定。
1.参照规范、设计图纸并结合现场检测数据确定本工程的设防烈度、抗震等级、基本风压、荷载、材料等参数取值。
2.采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制的PKPM系列软件“STS”及上海蓝科钢结构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MTS”进行结构承载能力验算分析：
(1)验算梁、柱承载力与稳定性是否符合要求；
(2)验算柱脚节点、梁柱节点以及梁梁节点承载力是否符合要求；
(3)验算檩条承载力与稳定性是否符合要求；
(4)验算支撑承载力与稳定性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结合现场检测情况和软件验算分析结果，对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各子单元进行性等级评定，并根据各子单元性等级对本工程性等级进行评定。



钢结构光伏屋面安全检测鉴定的相关知识：
一、倾斜屋顶光伏系统 在倾斜屋顶上安装光伏系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在屋顶上安装支架，将光伏组件铺设在支架上。这种系统通常要在屋顶上预埋固定件，如螺栓，并将支架通过连接件与螺栓固定。在安装的过程中要调整好组件的位置以保证整个屋面平整、美观。这类系统在安装时要注意支架与屋顶之间要预留一定的距离，保证良好的空气流动，以此来降低光伏组件的工作温度。在多数情况下，太阳能板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太阳能电池板的温度增加一度(以25"C为基准)，其效率会相应减少0．3％’0．5％。屋顶与支架间预留一定的空间是很重要的，这样做也可以降低炎热季节的室内温度，保证室内环境的舒度倾斜屋顶光伏系统安装的第二类方式是：嵌入式结构，即将光伏系统作为建筑物的一部分替代某些建筑构件。这是一种新型结构，在建筑物设计之初就通过设计、计算，预先做好光伏组件的安装构件，并将组件的安装构件与建筑结构设计为一体，建好之后的光伏系统既具备普通建筑屋顶防雨、遮阳的功能，还可以发电。这样做的好处是，光伏系统的成本在建筑设计之初就包含在建材成本里，不需要在建筑物建好之后重新花费安装系统的费用。光伏系统的铺设与建筑主体同步设计、施工、安装，同时投入使用。同时，光伏屋顶系统能较好的利用屋顶面积并且在结构上较安全、。
二、平屋顶(楼顶)光伏系统 在楼顶上安装光伏系统的分类方法亦是相同，一类是将平屋顶作为光伏系统支撑物。在屋顶上要预先安装生根或不生根筑起水泥条或水泥带，并在其中预埋地脚螺栓用于固定组件支架。平屋顶上安装的水泥条或水泥带需安置在建筑物的承重粱上，安装前要预先观测建筑物周围的环境，如较大风速、较高、较低温度等相关参数，通过设计计算出水泥条或水泥带的重量、体积并预埋好地脚螺栓。第二类是将光伏组件作为屋顶材料，如遮阳棚、大楼顶棚、天窗等。这类屋顶结构要求光伏组件既具备建筑材料的功用，又可以发电。对于光伏组件来说要求防雨、抗冲击，若作为建筑物天窗，这就要求光伏组件具备一定的透光性，多采用由双层玻璃构成的组件。若是作为装饰性的建筑物外观材料，还应该具备一定的美观性。与传统的太阳电池使用方式相比，光伏与建筑结合有许多优势：
(1)光伏与建筑结合可以节省一部分建材成本，通过结合，光伏组件可以起到装饰作用，增加建筑物的美观性。
(2)可有效的利用阳光照射的空间。如上海市就有2亿m2的屋顶，假设1／10的屋顶用做光伏并网发电，每年可获得电力为34～47亿KWh。
(3)在夏季用电高峰时，光伏系统也正好吸收夏季强烈的太阳辐射，并转换成制冷设备所需要的电能，从而舒缓电力需求高峰时的供需矛盾。光伏建筑一体化将成为21世纪的市场热点，目前制约太阳电池发展的瓶颈仍然是生产成本过高，转换效率低，加上此行业法规政策仍不完善，光伏建筑系统在短期内还难以大规模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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