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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屋顶光伏承重能力检测鉴定项目实例展示分析：
该建筑物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龙湖镇，该建筑为单层两跨型钢梁柱的门式刚架结构，建筑面积为8350m2。为了解建筑物屋面后置光伏板对原有屋架结构能否安全使用，2016年09月中广核太阳能（深圳）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该建筑现有结构进行检测鉴定。根据现场检测结果、委托方提供资料及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对现结构进行分析复核验算，并作出结论与建议。
根据我公司人员现场了解及委托方提供资料，该建筑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地震分组第三组，建筑安全等级为二级，建筑场地类别为Ⅱ类，基本风压为0.80kN/m2，地面粗糙度为A类。屋面后置太阳能光伏组件折合荷载为0.20kN/㎡。

检测鉴定内容、仪器和依据：
一、内容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结合该建筑的具体情况，检测鉴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1.结构布置与轴线尺寸、层高检测；
2.钢屋架构件截面尺寸检测；
3.结构构件连接及损伤缺陷情况检测；
4.根据现场检测结果、委托方提供资料及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对现结构进行复核验算，根据复核验算结果提出检测鉴定结论和使用建议。
二、检测仪器
1.  激光测距仪2.  游标卡尺3.  钢卷尺4.  其他相关仪器
三、检测鉴定仪器：
1.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04)；
2.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01）；
3.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
4.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5.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6. 《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程》(CECS102:2002)；
7.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2008)；



二、屋面太阳能光伏板荷载安全检测鉴定项目实例分析：
1、 计算参数 现业主准备在屋面加设光伏太阳能设备，根据业主的要求，综合现场检测的实际结构情况对该结构进行整体分析计算。经检测，现场屋面做法为：（1）深蓝色彩钢夹芯板；（2）保温棉；（3）斜卷边Z形檩条。验算荷载取值：恒载：0.3 kN/m2。 变更前活载：0.5 kN/m2（验算檩条）；0.3 kN/m2（验算刚架）变更后活载：0.83 kN/m2（验算檩条）；0.63 kN/m2（验算刚架） 吊车荷载：5t（③~⑦轴每跨一台，）基本风压：0.55kN/m2，地面粗糙度为B类 基本雪压：0.20kN/m2不考虑地震作用材料强度：主体钢结构按Q235；檩条、支撑按Q235。2、门式刚架承载力验算 本次采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计算程序PKPM（V3.1版）系列软件STS模块对典型刚架（1-7/E轴）按实测结构布置及构件截面尺寸进行建模，并对该厂房进行结构承载力验算。计算模型见附图4。 （1）原结构荷载验算 验算结果表明，厂房原结构荷载作用下，钢柱作用弯矩与考虑屈曲后强度抗弯承载力比值、平面内稳定应力比均小于1，满足承载力计算要求，GZ2、GZ6平面外稳定应力比大于1，不满足承载力计算要求；钢梁作用弯矩与考虑屈曲后强度抗弯承载力比值、平面内稳定应力比、平面外稳定应力比均小于1，满足承载力计算要求。GZ2平面外稳定长细比不满足规范要求，其余各构件长细比均满足规范要求。验算结果参见附图5。（2）屋面增加光伏板荷载验算 厂房在屋面增加光伏板荷载作用下，钢柱GZ3、GZ4作用弯矩与考虑屈曲后强度抗弯承载力比值、平面内稳定应力比、平面外稳定应力比小于1，满足承载力计算要求；GZ1、GZ2、GZ7平面内稳定应力比大于1；GZ2、GZ7平面内长细比不满足计算要求；GZ2、GZ5、GZ6平面外稳定应力比大于1，不满足承载力计算要求；GZ2平面外长细比不满足计算要求。钢梁平面内稳定应力比、平面外稳定应力比、作用弯矩与考虑屈曲后强度抗弯承载力比均大于1，不满足承载力计算要求。

屋顶光伏承重能力检测鉴定——结构可靠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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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结构可靠性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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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等级评定，并根据各子单元可靠性等级对本工程可靠性等级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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