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屋顶光伏承重检测鉴定怎么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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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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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安徽屋顶光伏承重检测鉴定怎么收费，随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太阳能光伏发电因其
清洁、安全、便利、高效等特点，已成为各地区普遍关注和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

但是在安装光伏设备前首先要考虑到房屋结构的安全性，根据国家现行的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要求，结合
现场实际情况，委托专业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建筑物进行屋面承重检测，如有不满足规范要求的，必
须对房屋进行加固处理，才能保证光伏设备安装后的安全使用。

屋面承重检测是根据检测房屋结构材料力学能、按现有荷载、使用情况和房屋结构体系，根据检测结果
、原设计图纸，国家规范等，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验算房屋现有安全使用能力并复核其结构措施，通
过对该建筑物屋面承重检测鉴定结果，结合设备的重量信息参数等提出合理的光伏设备摆放意见。并严
谨编写屋面承重检测鉴定专项检测报告。

1、调查房屋的建造、使用和修缮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结构体系等资料。

2、建立总平面图、建筑平面、立面、剖面、结构平面、主要构件截面等资料。 

3、抽样检测房屋承重结构材料的性能，构件抽样数量和部位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抽样部位应含有代
表性的损坏构件。 

4、检测房屋的结构、装修和设备等的完损程度、分析损坏原因。

5、检测房屋倾斜和不均匀沉降现状。 

6、根据实测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按现有荷载、使用情况和房屋结构体系，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验
算房屋现有承载能力。 

7、根据实测房屋结构材料力学性能，按现有使用荷载情况和房屋结构体系，以当地地区地震反应谱特征
，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验算房屋现有抗震能力并复核抗震构造措施。



屋顶光伏承重检测鉴定荷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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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想荷重中最大的荷重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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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基准速度压q0。设定基准高度10m，由下式算出：q0= 0.5ρ×V 02式中q0是基准速度压(N/m2)；ρ是空
气密度风速(N�s2/m4)；V0是设计用基准(m/s)。空气的密度在夏天和冬天不一样，从安全角度考虑取数
值大的冬天的值1.274N�s2/m4。设计用基准风速取在太阳能电池阵列的安装场所，地上高度10m处，在5
0年内再现的最大瞬时风速。

②高度补正系数α。随地面以上的高度不同，速度压也不同，因此要进行高度补正。高度补正系数由下
式算出:α= ,式中α是高度补正系数；h是阵列的地面以上高度；h0是基准地面以上高度l0m；n是表示因
高度递增变化的程度，5为标准。

③用途系数I。是与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用途重要程度对应的系数(参见表2)。通常，太阳能光伏发电系
统的风速的设计用再现期限设为50年，这相当于用途系数1.0。

屋顶光伏承重检测鉴定——光伏屋顶发展的几大弊端：

一，屋顶资源有限。出于实现较高且较稳定收益率的预期，分布式光伏项目普遍要求屋顶面积大，结构
好，承重强，用户用电电价高，用电量大，运营稳定，资信好，这样的屋顶大多都在“金太阳”工程中
被利用，因此现有存量较少。优质屋顶资源稀少使得所有者在屋顶租用协商中占据主动，开发商将在项
目建设中承担更多的维护成本，也很难再要求业主分享更多的受益及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既影响业主投
资积极性也影响项目收益。

二，项目融资难。目前分布式光伏主要采用“优先自用，余电上网，全电量补贴”的方式，所以业主最
主要的收益来自自用户支付的自用电量电费，这导致项目业主在设计方案时会尽可能多的抵扣高电价用
户电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国家补贴和优惠政策，考虑不同地区资源条件和不同类型用户电价
水平，按照20%余电上网进行测算，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于居民电价较低，发展居民分布式光伏不具备经
济性。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区适宜发展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内部收益率可超过10%。仅华北及西
北部地区食欲发展大工业分布式光伏，但盈利水平也一般。

三，政策配套难。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政策实施细则难以确定，如补贴金额一项，各地
最终执行效果有很大不确定性;第二，各方责任关系协调一致性有待提高，这需要经验的积累;第三，现有
政策对电力用户吸引不足，很多拥有优质屋顶资源的业主缺少参与积极性，导致屋顶资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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