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能光伏系统专项设计

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专项设计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工程概况（居住建筑）

工程类型：□住宅建筑 □非住宅类居住建筑

相关指标：

名称 单位 数量

建设用地面积 ㎡

建设用地内总建筑面积 AO ㎡

其

中

地上 ㎡

地下 ㎡

容积率 /

注：AO为地上建筑面积和地下建筑面积总和。

2、目标要求（居住建筑）

住宅建筑配置光伏组件的面积要求：

Ad≥Ed×AO

住宅建筑光伏组件核算比例

容积率（R） 光伏组件核算比例（Ed，%）

R≤2.0 2.0

2.0＜R≤2.5 1.8

R＞2.5 1.6

非住宅类居住建筑配置光伏组件的面积不应小于建设用地内总建筑面积

的 2%。

3、设计复核（居住建筑）

本工程光伏组件配置比例 Ed：1.6% □1.8% □2.0%

本工程应配置的光伏组件面积 Ad≥Ed×AO= 。

本工程光伏组件设计面积为 ㎡，大于目标值，符合太阳能光伏系

统建设要求。

本工程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设计装机容量为 kW，设计年发电

总量为 kWh/a。



1、工程概况（公共建筑）

工程类型：□办公建筑 □旅馆建筑、商业建筑和综合医院 □其

他建筑

相关指标：

名称 单位 数量

建设用地面积 ㎡

地上计容总建筑面积 AOR ㎡

其

中

办公、其他类建筑面积 S1

（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因子 E1=7）
㎡

旅馆、商业和综合医院类建筑面积 S2

（建筑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核算因子 E2=9）
㎡

容积率 R /

2、目标要求（公共建筑）

应同时满足下列目标一和目标二。

2.1目标一

本工程容积率≤4.0，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要求为：

QL≥E1×S1+E2×S2= kWh/a。
或:

本工程容积率＞4.0，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量要求为：

QL≥（E1×S1+E2×S2）×4/R= kWh/a。
2.1目标二

本工程属于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含国有企业）投资或者以

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消费量占项目能耗总量的

比例不低于 12%。

或

本工程不属于新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含国有企业）投资或者

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消费量占项目能耗总量

的比例不低于 10%。



3、设计复核（公共建筑）

3.1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年综合利用量

本工程光伏组件类型为 （单晶硅/多晶硅等），光伏组件

水平安装时的单位面积年预测发电量 Bp为 kWh/（㎡·a），设置于

（屋面、立面等部位），修正系数 Kp为 ，光伏组件的总面积 Ad为

㎡。根据《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DB33/1105)，QLp=Bp×

Kp×Ad= kWh/a，折合标准煤 tce。
3.2 其他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年综合利用量（若有）

除太阳能光伏系统外，本项目还采用 等其他可

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年综合利用量合计为 kWh/a，折合标

准煤 tce。分项构成如下：

太阳能热水系统年综合利用量： kWh/a；
地源热泵系统年综合利用量： kWh/a；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年综合利用量： kWh/a；
导光管采光系统年综合利用量： kWh/a；
其他可再生能源系统年综合利用量： kWh/a。
3.3 项目能耗总量

年用水量 万 m3，折合标准煤 tce；
年耗电量 kWh，折合标准煤 tce；
年天然气用量 万 m3，折合标准煤 tce；
其他能源消耗折合标准煤 tce；
项目能耗总量为 tce。
综上，本工程的可再生能源年综合利用量为 kWh/a，折合

标准煤 tce，符合《民用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核算标准》

（DB33/1105）等标准规范规定；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为 %，同

时已满足太阳能光伏系统消费比例要求。

其中，其他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年综合利用量和项目能耗总量需另

附详细计算过程。



4、设计要点

4.1 一体化设计：光伏组件的选型和光伏方阵的设计与建筑结合，

综合考虑发电效率、发电量、电气安全、防火安全和结构安全，做到与

建筑及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在色彩、造型等方面满足美观的要求；选

择适用的光伏构件，并与建筑的模数相协调。

4.2 安装位置：根据项目建筑、周边建筑空间布局情况，对屋面（或

立面）太阳辐射进行模拟分析，选择太阳辐射强度最佳区域配置光伏组

件。

4.3 系统设计：光伏系统一般由光伏方阵、光伏汇流设备（包括光

伏汇流箱、直流配电柜和直流电缆等)、逆变器、交流配电设备、升压变、

储能及控制装置（适用于带有储能装置的系统）、布线系统及监测系统等

设备组成。

4.4 防雷与接地：光伏系统设有防雷保护和接地措施，采用防雷电

电磁脉冲措施。

4.5 辅助系统：支架和基座做防腐、防水、排水设计，布置整齐，

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牢固。设备接线孔处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蛇、鼠等小

动物进入设备内部。

4.6 消防：光伏系统设置不影响消防安全疏散的要求。

4.7 日照：建筑物上安装太阳能系统，应符合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

《城市建筑工程日照分析技术规程》DB33/1050 的要求。

4.8 使用端设计：光伏系统应优先按照“自发自用，余量上网”的

模式进行设计；其中，新建住宅建筑(独栋独户住宅除外）自发的绿电应

接入供电部门计量仪表后面的线路供共有区域和共有设施设备使用。

4.9 其他要求：设计应考虑避免光伏组件下方被围合用于存储、居

住、生产等违法违规用途的措施；采用并网系统时，宜在低压侧并网接

入，当容量较大采用高压并网时，需与电力部门沟通。

其中，第 4.1、4.2、4.6、4.7 条应在方案（初步）设计阶段明确，第

4.9 条宜在方案（初步）设计阶段明确。



5、主要设计图纸

5.1 相关各专业设计说明（含主材料表）

5.2 屋顶（立面）光伏组件布置图

5.3 光伏系统方案图、系统原理图、配电箱系统图、桥架布置图、

节点详图等

5.4 防雷接地图

5.5 光伏发电量监测系统设计图、通讯平面布置图

5.6 光伏组件基础布置图、支架布置图、檩条布置图、支架详图

5.7 屋面给水平面布置图、给水系统图

5.8 屋顶（立面）太阳辐射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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