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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内蒙古太阳能行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提出。 

本标准由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22）归口。 

本标准由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太阳能行业协会负责起草，内蒙古电力勘测设

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雷电预警防护中心、国网蒙东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土地调查规划院、内蒙古山路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自

治区标准化院、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内蒙古工业大学、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

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协鑫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鲁能新能源内蒙古分公司、国电蒙电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

所、河北能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内蒙古众跃电力有限公司参加

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伟、邹勇、杜虎、王振国、胡军权、温建亮、曹利敏、颜斌、荆志新、

姚喜军、高慧平、姜伟、胡达古拉、贾双文、李显光、孙广川、闫素英、付加庭、刘会斌、李培

丽、张志刚、吴忠军、马青梅、范源、李永清、董建山、张巧燕、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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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建设的术语、定义、分类、选址、设计、施工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的选址、规划、设计和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9064  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20047.1  光伏(PV)组件安全鉴定  第1部分：结构要求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9  35 kV～110 kV变电站设计规范 

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 5026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55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794  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GB 50797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 

GB 50924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DL/T 5222  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技术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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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光伏农业温室  Photovoltaic agricultural greenhouse 

将光伏发电与农业温室生产相结合，以农业为主，同时满足光伏发电与农业温室生产的基本要求，

达到光照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实现节地、节能、高效的现代农业科技综合体。 

3.2  

光伏农业园区  Photovoltaic agricultural park 

将光伏发电与农业园区相结合，同时满足光伏发电与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光伏装机容量3 MWp以

上，用地33.33公顷以上的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功能齐全的现代高效农业科技园区，以下简称园区。 

3.3  

光伏农业温室面积比  Area ratio of photovoltaic agricultural greenhouse 

光伏农业温室实际占地面积与园区总占地面积的比值。 

4 光伏农业温室分类 

4.1 普通型光伏农业温室 

在光照满足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具备光伏发电设备最大装机容量。一年四季连续生产，实现温度、

湿度有效控制，节水灌溉，达到农作物种植的高产、高质、高效，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4.2 智能型光伏农业温室 

在光照满足农业生产的前提下，具备光伏发电设备最大装机容量。一年四季能够连续生产，实现农

业工厂化、标准化，配置智能化控制系统，温度、湿度、通风、灌溉自动控制调节，循环发展。建立农

业生产物联网系统，具备较高生产产值和农产品质量，符合现代、高效、低碳、节能、绿色、循环、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 

5 基本要求 

5.1 园区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土地利用有关政策规定和法规，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严格规划设计，各

项功能齐全，配套设施完善，满足光伏发电与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 

5.2 光伏农业温室应实现光伏发电与农作物不争光照，温度、湿度等相关因素合理控制，兼顾光伏发

电设备装机容量和高效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提倡以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为主，实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达到节地、节水、节能、高效、可持续及生态循环的目的。 

5.3 光伏农业温室实际占地面积（包括温室占地和公共设施占地）与园区总占地面积比不应小于 70 %。 

5.4 光伏农业温室总用地应包括农业温室用地、光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三部分，且用地占比符合 《光

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规〔2015〕11 号)和《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能源局

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8号)文件的有关规定。 

6 选址、规划、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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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选址 

园区选址应具备水源、电源、交通、电网接入等条件。 

6.2 规划 

6.2.1 园区内主要出入口前应有供人员集散用的空地。 

6.2.2  园区内道路、泊车位、停车场等交通设施，应能满足园区生产需要。 

6.2.3  园区建（构）筑物与相邻园区边界线之间应按建筑防火和消防等要求留出空地或通路，当建（构）

筑物前后各自已留有空地或通路，并符合建筑防火规定时，则相邻园区边界线两边的建（构）筑物可毗

连建造，与毗邻的其他建筑物之间应设置防火隔离带。 

6.2.4  光伏农业温室及其他建（构）筑物高度与相邻建筑的高度和日照要求，应符合GB 50352的要求。 

6.2.5  园区与交通主干道交叉口的距离，自道路红线交点位置起不应小于70 m。 

6.2.6  当园区道路坡度较大时，应设缓冲段。 

6.2.7  园区内的规划布局应考虑： 

a) 光伏农业温室建（构）筑物的日照方向； 

b) 道路的设置； 

c) 光伏农业温室入门位置。 

6.2.8  光伏农业温室及建（构）筑物的朝向与间距，应根据园区所在地区纬度、相对高度等计算确定。 

6.2.9  为便于物料及产品的运输和机械通行，园区主干道宽度不应小于8 m，支路宽度不应小于4 m。

应选用沥青或水泥路面，以保证雨雪季节道路畅通。 

6.2.10  车流频率高的交通支路及搬运重物的动线应尽量短，且不宜交错。 

6.2.11  园区内应设置生产、辅助生产、生活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6.2.12  园区路面高度应根据周边环境实际设计，路面应高出地面。 

6.2.13  园区应设置排水沟渠或地下排水管线。 

6.2.14  园区内应设置给排水、雨水和强弱电管线，并为输变电、燃气、通讯、电视、智能化等管线预

留埋设位置。 

6.2.15  园区内管线应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地下管线的走向应沿道路或与主体建（构）筑物平行布置，

并力求线型顺直、短捷和适当集中，尽量减少转弯，并尽量使管线之间及管线与道路之间减少交叉。 

6.2.16  园区内各种管线的埋设顺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距离建（构）筑物的水平排序，由近及远宜为动力电、输变电、通讯、电视、智能化、燃

气、热力、给水、雨水、污水等管线，其中强弱电分离，水电分离； 

b)   各类管线的垂直排序，由浅入深宜为通讯、电视、智能化、小于 10 kV电力电缆、大于 10 kV

电力电缆、燃气、热力、给水、雨水、污水等管线。 

6.2.17  当管线之间遇到矛盾时，应按下列原则处理： 

a)   临时管线避让永久管线； 

b)   小管线避让大管线； 

c)   压力管线避让重力自流管线； 

d)   可弯曲管线避让不可弯曲管线。 

6.3 勘察 

工程选址时应按照GB 50021和GB 50026的要求进行地质工程勘察。 

7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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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建（构）筑设计 

7.1.1 基本要求 

7.1.1.1 建（构）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 25年。 

7.1.1.2 光伏农业温室倾角及光伏组件倾角应根据所在地纬度、全年光照量用专业系统设计软件来确

定。 

7.1.1.3 光伏农业温室应配置满足升温、降温、通风换气、增减湿度等农业生产需要的基本设施以及

与之匹配的控制系统。 

7.1.1.4 建筑结构为钢结构或其他建材结构的光伏农业温室，隔热保温应满足农业生产要求。 

7.1.1.5 光伏农业温室应同时满足光伏发电设备与农业生产的光照要求，在光照满足农业生产的条件

下安装光伏发电设备。 

7.1.1.6 建（构）筑物抗震设计类别为丙类。 

7.1.2 防火 

7.1.2.1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仓储设施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7.1.2.2 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节点外漏部位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且节点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相应

构件的耐火极限。 

7.1.2.3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的墙体应采用阻燃材料。 

7.1.3 安全疏散 

光伏农业温室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且不应少于2个，每个光伏农业温室相邻的两个安全出口最近

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 m。 

7.1.4 平面布置 

平面布置应结合生产生活需要和安全等因素合理布置。给排水应保持畅通，园区内交通运输便捷。 

7.2 光伏农业温室设计 

7.2.1 基本要求 

7.2.1.1 光伏农业温室前屋面采光角度不低于 30 º，方位偏西 5 º～7 º。 

7.2.1.2 保温蓄热采用内保温或内外双层保温，四周地下 50 cm～80 cm聚苯板隔热保温。水墙蓄热，

每亩蓄热水量 25 m
3
～35 m

3
。 

7.2.1.3 光伏农业温室骨架抗风 8级以上，风压 0.30 kN/㎡以上，调架承重 0.15 kN/㎡ 以上，雪压

0.50 kN/㎡ 以上。 

7.2.1.4 光伏农业温室内应设置照明设施。 

7.2.1.5 光伏农业温室应设置物理防虫措施，减少虫害。 

7.2.1.6 光伏农业温室农作物灌溉应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措施。 

7.2.1.7 光伏农业温室升温应以太阳能、空气能、燃气和电能等清洁供暖为主，具体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 

7.2.1.8 光伏农业温室内降温应采用自然通风和强制通风方式。 

7.2.1.9 光伏农业温室内二氧化碳、光照度、温度、湿度以及土壤温湿度等应设置监测和自动控制系

统。 

7.2.1.10 光伏农业温室内应设置设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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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保温 

7.2.2.1 光伏农业温室围护结构应采用阻燃性能为 A 级的保温材料，围护保温系统应采用不燃材料做

防护层。 

7.2.2.2 电气线路不应穿越或敷设在燃烧性能为 B1 或 B2级的保温材料中，确需穿越或敷设时，应采

取穿金属管并在金属管周围采用阻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等保护措施。 

7.2.2.3 设置开关插座等电器配件的部位周围应采取阻燃隔热材料进行防火隔离等保护措施。 

7.2.3 消防 

7.2.3.1 园区应预留消防车通道。消防车通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通道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应小于 5 m。 

7.2.3.2 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5 m，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7.2.3.3 消防车通道与建（构）筑物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障碍物，消防车通道的坡度不应

大于 8 %。 

7.2.3.4 环形消防车通道应至少有两处与其他车道连通，尽头式消防车通道应设置回车道或回车场，

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 12 m×12 m。 

7.2.3.5 消防车通道的路面、救援操作场地、消防车通道和救援操作场下面的管道和暗沟等应能承受

重型消防车的压力。 

7.2.3.6 消防车通道可利用园区内道路，但该道路应满足消防车通行、转弯和停靠的要求。 

7.3 结构设计 

7.3.1 基本要求 

7.3.1.1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宜采用钢结构、砌体结构或混凝土结构。 

7.3.1.2 承重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7.3.1.3 光伏发电系统设计应与光伏农业温室结构设计密切配合，光伏农业温室结构设计应充分考虑

农业生产与光伏发电的基本要求。 

7.3.1.4 结构的安全等级应为三级，其他特殊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应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7.3.1.5 结构自重、风荷载、施工或检修集中荷载、光伏农业温室雪荷载等级应按 GB 50009的规定，

悬挂荷载按实际情况取用。 

7.3.1.6 荷载效应组合应符合下列原则： 

a) 屋面活荷载不与雪荷载同时考虑，应取两者中的最大值； 

b) 施工或检修集中荷载不与屋面材料或檩条自重以外的其他荷载同时考虑； 

c) 风荷载不与地震荷载同时考虑。 

7.3.1.7 在光伏农业温室上安装光伏组件，应考虑其传递的荷载效应以及季节性阴影的遮挡，并对建

筑的结构设计、结构材料、耐久性、安装部位的构造及强度等进行复核验算。 

7.3.1.8 支架、支撑金属件及其连接节点，应具有承受系统自重、风荷载、雪荷载、检修荷载和地震

作用的能力。 

7.3.1.9 光伏方阵及其支架和连接件的结构设计效应计算应遵循以下原则： 

a) 非抗震设计时，应计算系统自重、风荷载和雪荷载作用效应；  

b) 抗震设计时，应计算系统自重、风荷载、雪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 

7.3.1.10 光伏支架设计应结合工程实际，合理选用材料、结构方案和构造措施，保证结构在安装和使

用过程中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要求，符合抗震、抗风和防腐等要求。 

7.3.1.11 设计光伏组件或光伏方阵安装位置时，应考虑风压变化对光伏农业温室的影响和光伏农业温

室季节性阴影对光伏组件的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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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2 连接件与其基座的承载力设计值应大于连接件本身的承载力设计值。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预

埋件设计使用寿命应不小于农业温室的使用寿命。 

7.3.2 安全性 

光伏农业温室结构及其所有构件的安全性设计应符合GB 50068的要求。 

7.3.3 耐久度 

光伏农业温室的金属部件应采取必要的防腐措施，材料的使用寿命应不小于25年。 

7.3.4 稳定性 

光伏农业温室结构在允许荷载作用下应确保稳定。 

7.3.5 总体结构的完整性 

光伏农业温室整体结构应能保持稳定。 

7.4 给排水设计 

7.4.1 给水系统 

7.4.1.1 在非饮用水管道上接出水嘴或取水短管时，应采取防止误饮误用的措施。在室外明设的给水

管道，应避免受阳光直接照射，冬季应有保温。 

7.4.1.2 给水管道应按照设计要求埋置地下不冻层，保证冬季正常使用。给水管道应距离电力电缆以

及电气设备的检修通道 3 m以上。 

7.4.2 排水系统 

7.4.2.1 园区排水管的布置应根据园区规划、地形标高、排水流向，按管线短、埋深小、尽可能自流

排出的原则确定。 

7.4.2.2 园区排水管道最小覆土深度应根据道路的行车等级、管材受压强度、地基承载力、冻土深度

等因素经计算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园区干道下的排水管道，其覆土深度要在冻土层以下，并满足作业车辆承压要求； 

b) 生活污水接户管道埋设深度应不小于 1 m； 

c) 排水管道应距离电力电缆 3 m以上。 

7.4.2.3 贮水箱(池)的泄水管和溢流管不得与污废水管道系统直接连接，应采取间接排水的方式。污

水管道、合流管道与生活给水管道相交时，污水管道、合流管道应敷设在生活给水管道的下方。 

7.4.3 雨水系统 

光伏农业温室屋面雨水、雪水应迅速及时排至雨水管渠或地面，雨水、雪水宜回收利用。 

7.4.4 中水系统 

园区应根据规划设立生产、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7.4.5 消防系统 

园区应配置满足消防要求的消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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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暖通设计 

7.5.1 温度控制 

室内设计温度应满足农作物生长基本要求，室内温度应参照室外温度变化，实现自动控制。 

7.5.2 湿度控制 

湿度应满足农作物生长的基本要求，应采用自然通风的方式调节室内湿度。 

7.5.3 通风 

通风包括自然通风和强制通风两种方式，应根据不同的生产需求，设计相应的自动通风系统。 

7.5.4 供暖系统 

当温度达不到农作物生长需要时，宜采用安全简单、造价低廉、运行成本低的清洁供暖设施。 

7.6 电气设计 

7.6.1 一般要求 

7.6.1.1 光伏发电系统电气设计应与光伏农业温室用电系统、农业生产系统相结合进行整体设计。在

综合考虑光伏发电效率、功率、电器设备质量的前提下优化选择光伏组件，并与建筑模数相协调，满足

安装、清洁、维护和更换的要求。 

7.6.1.2 采用不同类型光伏组件的系统宜分别设计，接入同一台逆变器的光伏组件电性能参数应一致。 

7.6.1.3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接入配电网应满足电网企业的有关技术要求。 

7.6.1.4 光伏组件的串联数和并联数应根据光伏组件的电性能参数及温度参数、逆变器的性能参数和

环境温度确定。 

7.6.1.5 汇流箱/直流配电柜及逆变器宜与光伏方阵就近安装。 

7.6.1.6 独立光伏发电系统储能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97 的规定。 

7.6.2 逆变器 

逆变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并网逆变器应符合 GB 50797的规定，离网逆变器应符合 GB/T 19064的相关规定； 

b) 逆变器的总额定容量应根据光伏发电系统总装机容量确定。逆变器数量应根据总额定容量和单

机额定容量确定； 

c) 用于 1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大、中型光伏发电系统的并网逆变器应具有低电压穿越功能； 

d) 无变压器型并网逆变器最大转换效率不应低于 98 %；含变压器型并网逆变器最大转换效率不

应低于 98 %； 

e) 外壳防护等级室内型不应低于 IP 20，室外型不应低于 IP 65； 

f)  逆变器悬挂安装位置应方便户外滴灌和供水系统正常工作。 

7.6.3 汇流箱 

7.6.3.1 直流汇流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直流汇流箱的输入回路的正极和负极均应设置过流保护装置（如熔断器），过流保护装置的额

定电流应为光伏方阵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短路电流的 1.25～1.56 倍，对于多级汇流光伏发电系

统，后一级的过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应为前一级光伏子方阵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的短路电流的

1.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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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直流汇流箱输出回路和输入回路应设置直流断路器； 

c) 直流汇流箱外壳防护等级室内型不应低于 IP 20，室外型不应低于 IP 65； 

d) 直流汇流箱设置电压和电流监测、显示智能检测单元及通讯接口； 

e) 直流汇流箱应设置防雷装置。 

7.6.3.2 交流汇流箱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交流汇流箱的输入回路应设置交流支路断路器，汇流箱内的断路器应采用分级保护原则进行设

计，短路故障发生时，支路断路器先动作； 

b) 交流汇流箱的输入交流断路器应具备速断和过流保护功能，过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应为光伏

方阵在标准测试条件下的短路电流的 1.25～1.56倍； 

c) 多级汇流光伏发电系统后一级的过流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应为前一级光伏子方阵在标准测试

条件下短路电流的 1.56倍； 

d) 交流汇流箱输出回路应设置交流断路器或负荷开关； 

e) 交流汇流箱外壳防护等级室内型不应低于 IP 20，室外型不应低于 IP 65； 

f) 交流汇流箱应设置电压和电流监测、显示智能检测单元及通讯接口； 

g) 交流汇流箱应设置防雷装置。 

7.6.4 配电柜 

配电柜应满足下列要求： 

a) 10 kV～35 kV配电装置应采用户内成套式高压开关柜配置形式，也可以采用户外装配式配装 

置； 

b)  光伏发电站的升压站（或开关站）配电装置的设计应符合 GB 50797的规定。 

7.6.5 箱变 

箱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箱变应选用自冷式、低损耗电力变压器； 

b)  箱变容量可按光伏方阵单元模块最大输出功率选取； 

c） 箱变的选取应符合 DL/T 5222 的相关规定。 

7.6.6 电缆 

电缆导体材质、绝缘类型、绝缘等级、护层类型、导体截面等应符合GB 50217的相关规定。光伏组

件连接电缆应符合GB/T 20047.1的规定。电缆线路设计应满足防火要求，电缆应为阻燃电缆。室外安装

的电力电缆，应选用防护层具有防紫外线性能的电缆。 

7.6.7 数据监控系统  

光伏农业温室应设置数据监控系统，实时对光伏发电系统发电量计量统计，对光伏发电系统运行情

况和环境、温度、湿度、光照、风速进行监控，并能把实时状况数据传输到控制室。 

7.6.8 机房要求 

装机容量1 MWp以下的光伏发电系统不设机房。装机容量超过1 MWp的光伏发电系统宜设置配变电室、

控制机房。光伏发电系统机房的形式应根据光伏方阵规模、布置形式、建筑物(群)分布、周围环境条件

和用电负荷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配变电室、控制机房应与建（构）筑物中既有或新建的配变电室合并设计； 

b)  组串式逆变器布置应靠近光伏方阵，集中式逆变器应布置在专用房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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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配电装置和控制柜的布置，应便于对设备的操作、搬运、检修和试验； 

d)  光伏发电系统配电室的设计应符合GB 50059的规定。 

7.6.9 防雷与接地 

7.6.9.1 园区的防雷应统一规划，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7.6.9.2  园区的防雷设计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光伏发电站的电压等级、当地雷电资料、土壤地质条

件和投资成本、雷击灾害风险区划等因素，综合分析经济和安全风险，确定相应防雷措施。 

7.6.9.3  园区的防雷设计应与工作接地、保护接地统一规划，应采用共用（联合）接地，共用接地网

的工频接地电阻值应满足设备对最小工频接地电阻值的要求。 

7.6.9.4  园区的光伏方阵各组件之间的金属支架应相互连接形成网格状，各方阵之间连接处的过渡电

阻值不应大于 0.2 Ω。 

7.6.9.5  园区电气装置、汇流箱、逆变器、就地升压变压器等设备的金属部件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接

地，连接处的过渡电阻值不应大于 0.2 Ω。 

7.6.9.6  园区的综合楼、逆变器室、水泵房、生活设施等建（构）筑物的防雷措施应满足 GB 50057

的要求。 

7.6.9.7 光伏方阵的汇流箱的正极与保护地间、负极与保护地间、正极与负极间应安装直流电涌保护器。

在逆变器直流输入端侧的正极与保护地间、负极与保护地间、正极与负极间应安装电涌保护器。直流电

涌保护器应满足光伏发电系统的应用特性要求。 

7.6.9.8   逆变器的交流输出端应安装电涌保护器。 

7.6.10 火灾报警系统 

火灾报警系统形式包括： 

a) 仅需要报警，不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的保护对象应采用区域报警系统；  

b) 不仅需要报警，同时需要联动自动消防设备，且只设置一台具有集中控制功能的火灾报警控制

器和消防联动控制器的保护对象，应采用集中报警系统，并应设置一个消防控制室； 

c) 设置两个及以上消防控制室的保护对象，或已设置两个及以上集中报警系统的保护对象，应采

用集中控制中心报警系统； 

d) 火灾报警系统设计要求应符合GB 50016的相关规定。 

7.6.11 农业生产物联网系统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应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物联网系统的设计与实施，适度配置用于采集、传输和存

储信息的物联网硬件设备，包括但不限于： 

a)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宜配置数据采集终端，集成接入的传感装置； 

b)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控制机房应配置视频监控设备和存储设备，以完成农业生产日常作业事件 

    的视频采集和存储； 

c)  控制机房中宜配置电脑，以完成农业生产日常作业事件的录入和储存； 

d)  控制机房中应配置物联网网关，以实现农业生产数据采集终端和视频监控设备与电脑的数据传 

    输。 

8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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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施工应具备的条件 

8.1.1 施工前，应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取得相应的施工许可文件。 

8.1.2  施工现场应具备水、电、路、通讯和场地平整等四通一平的基本条件。 

8.1.3  施工单位的资质、特殊作业人员资格、施工机械、施工材料、计量器具等应报监理单位或建设

单位审查完毕，并取得相应的资质文件。 

8.1.4  开工所必需的施工图应通过会审,设计交底应完成。施工组织设计及重大施工方案应通过审批，

项目划分及质量评定标准应确定。 

8.1.5  施工单位根据施工总平面布置图要求，施工临建设施应布置完毕，工程定位测量基准应确立。 

8.1.6  施工设备和材料的规格应符合GB 50797要求，不得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的设备和材料。 

8.1.7  进场施工设备和材料的合格证、说明书、测试记录、附件、备件等均应齐全。 

8.2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工程施工 

8.2.1 测量放线工作应按照 GB 50026的规定执行。 

8.2.2 施工使用的原材料进厂时，应进行下列检测： 

a) 原材料进场时应对品种、规格、外观和尺寸进行验收，材料包装完好，应有产品合格证书、 

中文说明书及相应的检测报告； 

b) 钢筋进场时，应按 GB/T 1499.2的规定抽取试件作力学性能检验，并提供出厂合格证； 

c) 水泥进场时应对其品种、级别、包装或散装仓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其强度、安 

定性及其他必要的性能指标进行复验，其质量应符合 GB 175的规定。 

8.2.3 混凝土结构工程的施工应符合 GB 50666的规定。 

8.2.4 土方工程的施工应符合 GB 50202的规定。 

8.2.5 光伏农业温室及园区支架基础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支架基础的施工不应损害建（构）筑物主体结构和防水层； 

b) 支架基础应与主体结构一起施工； 

c) 采用钢结构作为支架基础时，屋面防水工程施工应在钢结构支架工程施工前结束，钢结构支架

施工过程中不应破坏光伏农业温室顶面防水层； 

d) 支架基础施工使用的材料均应进行防腐处理。 

8.2.6 电缆沟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缆沟的预留孔洞应做好防水措施； 

b) 电缆沟道变形缝的施工应保证施工质量； 

c) 室外电缆沟盖板应做好防水、防火隔离措施。 

8.2.7 园区给排水管道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地埋的给排水管道应与道路或地上建（构）筑物的施工统筹考虑，先地下再地上； 

b) 地埋管道回填后应尽量避免二次开挖，管道埋设完毕后应在地面做好标识； 

c) 给排水管道的施工应符合 GB 50268的规定。 

8.2.8 园区建（构）筑物应包括综合楼、配电室、升压站、逆变器小室、大门及围墙等，建（构）筑

物混凝土的施工应符合 GB 50666 的规定。 

8.2.9 砌体工程的施工应符合 GB 50924的规定。 

8.2.10 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应符合 GB 50755的规定。 

8.3 给排水工程施工 

8.3.1 给排水工程的施工应按照 GB 50015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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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给排水建（构）筑物的施工应按照 GB 50141的规定执行。 

8.4 暖通工程施工 

8.4.1 暖通工程施工应由专业人员完成。 

8.4.2 暖通工程使用材料的合格证、说明书、测试记录、附件、备件等均应齐全。 

8.4.3 暖通工程施工应按照 GB 50019的规定。 

8.4.4 由供应商承包安装的暖通工程，所采用的材料、设备、施工技术等应满足设计使用要求。 

8.5 电气工程施工 

8.5.1 施工前应对现场施工条件进行勘察，经检查合格后进行施工。 

8.5.2 应按批准的设计图纸和技术文件进行施工。 

8.5.3 应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平面布置图中规定的位置摆放构件和材料，配置施工机具。 

8.5.4 设备和材料的规格应符合 GB 50797的规定，不得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的设备和材料。 

8.5.5 施工前对设备进行开箱检查，其合格证、说明书、测试记录、附件、备件、操作工器具等均应

齐全。 

8.5.6 电气工程施工应符合 GB 50794的规定。 

8.6 光伏发电系统组件安装要求 

8.6.1 光伏组件安装应采用固定倾角或可调倾角安装形式，应采用适宜的结构形式与农业温室屋面结

合，缝隙处用橡胶条、密封胶填补，并有排水功能，同时要符合 GB 50794的规定。 

8.6.2 光伏组件安装前应做下列准备工作： 

a) 支架的安装应验收合格，并有相应的验收报告； 

b)  按光伏组件功率参数进行分类和组串； 

c)  光伏组件的外观及各部件应完好无损。 

8.6.3 光伏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根据设计要求和逆变器参数，选择电压、电流一致的组件； 

b)  光伏组件固定螺栓的力矩值应符合产品的出厂规定,有相应的检测文件，并加装防松动措施； 

c)  光伏组件安装允许倾角偏差不应大于±1°，相邻光伏组件间组件边缘高差不应大于 2 mm，同组

光伏组件间边缘高差不应大于 5 mm。 

8.6.4 光伏组件之间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光伏组件连接数量和路径应符合设计要求； 

b)  光伏组件间接插件应连接牢固； 

c)  光伏组件进行组串连接后应对光伏组件串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进行测试； 

d)  光伏组件间连接线可利用支架进行固定，并应整齐美观； 

e)  同一光伏组件或光伏组件串的正负极不应短接； 

f） 不得触摸光伏组件串的金属带电部位，不得在雨中进行光伏组件的连线工作。 

8.6.5 文明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搬运时应轻拿轻放，保证不损坏组件； 

b)  施工时应合理规划组件和配件的摆放位置，保证安装的光伏组件没有损坏； 

c)  施工时应爱护光伏组件，不得踩踏、磕碰光伏组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