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总则 

1.0。1   屋顶光伏电站(砼屋面和彩钢屋面)施工较地面光伏电站复杂多样,为高质量低成本

更高效建设优良的屋顶光伏电站编写此手册. 

1。0.2   本手册使用于屋面附加光伏电站（BAPV)，不适用于建筑一体化(BIPV）及地面光伏

电站。 

1。0。3    施工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病制定安全文明施工专项应急预案，对加固的

屋面制定专项预案. 

1.0。4    在施工开始施工之前，建设单位需要取得相应的审批手续；施工前对施工图进行

评审，严格参照施工图及评审意见执行施工. 

1.0。5    通用性一般规定参照 GB50794-2012《光伏发电站施工规范》. 

1。0。6    此手册正文内容可作为公司内部工程部编写施工组织设计技术部分参考文件， 

1。0。7    屋顶光伏电站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手册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 

2 电站主体施工 

                         2.1  砼屋面支架基础施工 

砼基础制作分两种方式,预制砼基础和现浇砼基础,均应严格按照《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50204的相关规定及设计文件要求执行: 

2。1.1 预制砼基础： 

   1  预制砼基础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其金属预埋件尺寸偏差可控

并做防腐处理。 

   2  预制的成品砼基础吊装前确定砼的龄期及强度满足运输及吊装的要求。 

   3  预制砼基础摆放前进行轴线的验收，并做《施工放线测量记录》。 

   4  复核原砼屋面附加基础摆放位置处的标高,做好基础摆放位置的找平工作。 

   5  待预制砼基础验收后，即可进行下一个施工步骤. 

2。1.2  现浇砼基础: 

   1  模板安装前，对基础轴线进行验收，并做《施工放线测量记录》. 

   2  复核原砼屋面附加基础摆放位置处的标高，确定标高控制基准线. 

   3  砼浇筑前进行模板验收，确保尺寸在偏差允许范围内，模板牢固可靠。 



   4  基础预埋件使用前应做抗弯、抗折实验，实验合格方可使用，并出具检测报告,做防

锈防腐处理。 

   5  制作试块前须在监理的旁站监督下，对基础所用水、黄沙、添加剂送质监站检测。 

   6  砼浇筑完毕后,应急时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混凝土浇水养护的时间：对采用硅盐酸

水泥、普通硅盐酸水泥及矿渣硅盐酸水泥拌制的混凝土不得少于 7d；对掺用缓凝型外加剂

或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不得少于 14d. 

   7  基础拆模后，对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预埋件的安装尺寸尤为重要）进行检查，并及

时进行缺陷处理。 

   8  拆模后基础养护至少达到 70%强度，方可进行支架的安装。 

2.1.3  原屋面的荷载及防水 

   1  砼基础施工前应进行屋面荷载复核和试验，如荷载轻微不足,可适当加固。 

   2  检查原屋面是否漏水渗水,若存在漏水渗水现象，进行防水处理。 

   3  附加基础的施工不应破坏原屋面的主体及防水结构。 

   4  如根据设计要求不得不破坏原建筑防水结构时，应根据原防水结构重新进行防水恢复。  

2。1。4  支架基础及预埋件螺栓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砼基础尺寸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轴线 ±10 

顶标高 0, —5 

垂直度 每米 ≤5 

全高 ≤10 

截面尺寸 ±20 

2   支架基础预埋螺栓(预埋件)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标高偏差 预埋螺栓 ±10 

预埋件 0, -5 



轴线偏差 预埋螺栓 ≤25 

预埋件 ±2 

2.2   彩钢屋面支架基础（夹具）施工 

彩钢屋顶电站相比较砼屋面电站施工工艺简单、建设周期快等特点，但是彩钢屋顶的承载、

屋面板强度及防水问题施工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另 2008 年之前建设的彩钢板厂房尽量不予

考虑在该厂房屋面建设电站。 

2.2.1  在彩钢板屋面安装连接件前确认屋顶的承载力是足以满足至少 14Kg/m2。 

2.2。2  与屋面连接方式不同，对梯形板型、角弛型、直立锁边型屋面的连接做抗拉拔实验,

并出具现场实验检测报告。 

2.2.3  在彩钢屋面安装连接件前确认屋面的防水是否存在渗水漏水现象。若存在评估其轻重,

若渗水漏水现象严重,不予建设电站；若渗水漏水现象轻微，采取适当防水处理后方可进行

后续工作。 

2。2。4  针对屋面彩钢板板型会审连接件的可行性，连接件的施工不应对原彩钢屋面而造

成损坏。 

2.2.5  适用于光伏发电站建设的彩钢板屋面常见的三种板型：角弛型、梯形板型、直立锁边

型三种。连接件(夹具）选型关系到施工工艺的可靠性及施工的难易周期. 

   1   角弛型彩钢屋面连接件 

           图 

角弛型彩钢板连接件(夹具）不采取任何打孔措施，工艺上不会造成对原屋面的破坏。 

   2   梯形板型彩钢屋面连接件 

         图     

梯形板连接件（夹具)，拉铆钉固定处严格按照要求防水处理，防水垫片及硅酮结构胶施

工完毕验收后方可进行支架的安装. 

   3   直立锁边型彩钢连接件 

         图 

   直立锁边型彩钢连接件（夹具)不采取任何打孔措施，工艺上不会造成对原屋面的破坏。 

2。2.6   彩钢屋面电站施工应采取对原屋面彩钢板的保护措施,避免由于施工人员踩踏造成

对屋面损害. 



2.2.7   连接件施工前进行横向轴线的验收。 

2.2。8   连接件（夹具）螺栓或铆钉应紧固牢靠,横向尺寸允许偏差≤10，并做验收记录。 

                          2。3 支架安装 

2。3.1   支架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1  确保砼基础的强度达到 70%，方可进行支架安装. 

   2  支架到场后应做下列检查: 

（1） 外观及防腐镀层应完好无损。 

（2） 型号、规格及材质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附件、备件应齐全。 

（3） 支架的出场检测报告及质量证明文件留档。 

2。3.2   彩钢屋面电站不同于地面电站，材料设备会用到大型吊装机械，对此应组织编写

设备材料的专项施工方案,方案中应特别强调人员安全、材料设备安全、原厂房屋顶的保护。 

2。3.3   支架安装 

1  支架安装和紧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1）采用型钢结构的支架，其紧固度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50205的相关规定. 

  （2)支架安装过程中不应强行敲打、气割切孔;热镀锌材质的支架不宜现场加工处理。 

   （3） 在安装支架时，所有紧固螺栓的朝向应一致，螺栓的型号严格按设计要求执

行。 

   （4） 支架安装过程中不应破坏支架的防腐层（常见镀锌层）。 

2。3.4  支架倾斜角度偏差不应大于±1°。 

2.3。5  支架安装的允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中心线偏差 ≤2 

梁标高偏差（同组） ≤3 

立柱面偏差（同组） ≤3 

2.4  光伏组件安装 



2。4。1  光伏组件安装前应做下列准备工作： 

    1  支架的安装应验收合格。 

    2  安装前按照组件的电压、电流参数进行组件分类及组串。 

    3  光伏组件的外观及各部件应完好无损。 

    4  组件的出场检测报告留档，对进场的组件分批次送第三方检测，检测报告留档

以备验收;不合格组件不予安装。 

2.4。2   光伏组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光伏组件应按照设计图纸的型号、规格进行安装。 

    2  光伏组件固定件（压块及螺栓等）应符合产品和设计文件的规范。 

    3  光伏组件的临时仓储、吊装、搬运过程中注意不要造成组件的破损。 

    4  光伏组件固定是不应破坏组件边框的氧化膜保护层. 

    5  光伏组件安装完毕后进行观感验收,应整齐、美观。 

    6  组件的吊装同 2。3.2条。 

2。4。3   光伏组件安装允许尺寸偏差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倾斜角度偏差 ±1° 

组件边缘高差 

相邻组件间 ≤2 

同组组件间 ≤ 

组件边缘水平 ≤2 

2。4。4   安装完毕的光伏组件 

附图 

      图 

2.4。5   光伏组件之间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组件数量和路径应符合设计要求。 

    2  连接电缆应采用光伏专用直流电缆，正负应区分色标。 



    3  外接电缆同插件连接处应烫锡处理。 

    4  光伏组件间的插件应连接牢固，是否牢固可靠可在运行后采用热成像检测仪或

温度检测仪检测. 

    5  光伏组件串接后应对组串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进行测试，并作记录. 

    6  同一组件或组串的正负极不应短接。 

    7  组串电缆至汇流箱路段应采取穿线管或桥架保护电缆. 

2。4。6   严禁触摸光伏组串的金属带电部位。 

2。4.7   严禁在雨中进行光伏组件的连接工作。 

                          2.5  汇流箱安装 

2。5。1   汇流箱安装前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汇流箱外观检查、防护等级检测，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2  汇流箱内元器件应完好、连接线及紧固螺栓无松动。 

     3  汇流箱内所有开关（断路器）和熔断器应处于断开状态。 

     4  汇流箱进线端及出线端与箱体外壳接地端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20Ω。 

     5  汇流箱出厂检测报告留档以备验收。 

2。5。2   汇流箱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汇流箱的安装位置应按照图纸要求。 

     2  汇流箱支架和固定螺栓为热镀锌或不锈钢材质. 

     3  汇流箱安装过程中不损坏外壳表面面漆。 

     4  汇流箱安装的垂直尺寸偏差要小于 1.5mm；若汇流箱卧式安装，保证柜门及锁孔

的防水性能。 

2.5.3   汇流箱的接引 

     1  汇流箱内光组串的电缆接引时，必须确认组串侧逆变器侧均有明显断开点。 

     2  汇流箱内接线线头应烫锡处理或采用电缆接线鼻，紧固需牢固可靠。 

2.5.4   汇流箱的投运 

     1  逆变器投运前，接入此逆变器的汇流箱已测试完成. 



     2  逆变器投运后，汇流箱内组串的投、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汇流箱的总开关具备灭弧功能的：先投入组串开关或熔断器后投入汇流箱总开

关；先退出汇流箱总开关，后退出组串开关或熔断器。 

      （2） 汇流箱分支回路具备灭弧功能的：先投入汇流箱总开关，后投入组串开关或熔

断器；先退出组串开关或熔断器，后退出汇流箱总开关。 

      (3) 汇流箱总输出及各分支回路的组串均采用熔断器时,则投退熔断器前均应将逆变

器解列。 

      （4） 解列定义：电力系统或发电设备由于保护或安全自动装置动作或按规定的要求，

解开相互连续使其单独运行的操作。 

                          2。6 逆变器安装 

2.6。1   逆变器安装应作下列准备： 

     1  室内安装逆变器前,建筑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屋顶、楼板已施工完毕，无渗漏。 

（2） 室内地面基础已施工完毕，并应在墙上标出抹面标高；室内电缆沟无积水、杂

物；门窗安装完毕. 

（3） 室内装饰、照明管线、照明器具、空调等可能影响设备安全的工作已全部完成. 

（4） 砼基础及构件应满足允许安装强度要求，焊接构件质量符合要求。 

（5） 预埋件及预留孔的位置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且牢固可靠. 

（6） 逆变器的型号、规格应准确无误,逆变器外观完好。 

（7） 检查逆变器内个元器件应好无损，且满足荷载要求;大型逆变器应保证道路畅

通，场地开阔. 

2。6.2   逆变器的安装及调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基础钢固定的逆变器,基础钢应牢固可靠，基础钢尺寸允许偏差如下： 

项目名称 允许偏差(mm） 

mm/m mm/全长 

垂直度 <1 〈3 

水平度 〈1 <3 



位置误差及不平行度 —-- 〈3 

     2  基础钢安装后,其顶部宜高出地面 10mm，基础钢应有明显的可靠接地。 

     3  逆变器的安装方向应符合设计规定。 

     4  逆变器与基础钢固定应牢固可靠。 

2。6。3   逆变器交流侧和直流侧电缆接线前应检查电缆绝缘，校对电缆相序和极性。 

2。6.4   逆变器直流侧接线前，确认汇流箱侧有明显断开点. 

2。6.5   电缆接引完毕后，逆变器柜体的预留孔洞及电缆穿线管口应做防火封堵. 

                        2.7  变压器安装 

光伏行业常用油浸式变压器（常见箱变）、干式变压器。 

2。7。1   变压器安装前应做下列准备： 

     1  安装场所必须运输方便,道路平坦,有足够的宽度，地面应坚实，平坦并干燥，远离

烟窗和水塔,与附近建筑物距离要符合防火要求。 

     2  变压器在光伏施工中属于重量超大型设备,吊装前应编制《变压器专项安装方案》，

严格按照方案充足准备安装。 

     3  安装前检查变压器各外部、零部件及各部件接触部分,应完好无损，接触良好。 

1） 内部无机械损伤. 

2） 各部位螺栓牢固可靠。 

3） 表面无腐蚀，面漆完好。 

4） 如所用变压器为油浸式变压器时，应检查变压器是否漏油. 

     4  安装前检查变压器的绝缘,应检查变压器是否漏油. 

     5  安装前检查变压器的基础承台强度达到要求，且牢固可靠。 

2。7。2   变压器安装应严格执行《电气装置工程 电力变压器、油浸式电抗器、互感器施

工及验收规范》GB50148,变压器安装及调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针对变压器的安装专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2  变压器安装过严防严控，避免变压器翻倒。 

     3  变压器与基础承台应接触密实可靠。 



     4  安装过程中不应磨损变压器的面漆，不应产生零星磕碰. 

2。7。3    变压器接线前确认上级电网及逆变器侧有明显断开点。 

2.7.4    变压器的进出接线严格按照电缆头制作安装要求施工，螺栓连接牢固可靠. 

                      2.8电气二次系统 

2。8。1   次设备、盘、柜安装及接线严格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机

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1的相关规定和设计文件要求。 

2.8。2   通信、运动、综合自动化、计量等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产品的技术要求. 

2.8.3   安防监控设备的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50348的相

关规定. 

2。8.4   直流系统（应急直流电源）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蓄

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2的相关规定。 

                                2。9 其他电气设备（交直流柜）安装 

2。9.1   高压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高压电器施工及

验收规范》GB50147的相关规定。 

2。9。2    低压电器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

规范》GB50254的相关规定. 

2.9.3    母线装置的施工应符合想想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

范》的相关规定。 

2.9。4    环境监测仪等其他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及产品的技术要求. 

2。9。5    针对用户侧并网电站涉及业主配电室的交叉使用，与业主单位协商，尽可能简

单的改造，按照业主要求及设计要求施工。 

2。9.6    所有盘柜及配电室电缆进出口处防火封堵,安装防暑防虫网，改造部分的桥架、穿

线管、电缆应按规范施工、做到外观整齐。 

                   2.10  配电室及其它电站配套设施施工 

2.10.1   配电室及电缆沟施工前应做下列准备工作： 

     1  对原厂区的水、电、暖、气等管线图纸认真审阅，实地标注各原有地下管线及化粪

池的位置。 

     2  配电室建设前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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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配电室建设应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相关规定。 

     1  高压配电室宜设不能开启的自然采光窗，窗台距室外地坪不宜低于 1.8m，配电室

地坪不低于室外地坪 0.6m；低压配电室可设能开启的自然采光窗。配电室临街的一面不宜

开窗。 

     2  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的门应向外开启。相邻配电室之间有门时，，此门应

能双向开启。 

     3  配电所各房间经常开启的门、窗，不宜直通相邻的酸、碱、蒸汽、粉尘和噪声严重

的场所。 

     4  变压器室、配电室、电容器室等应设置防止雨、雪和蛇、鼠类小动物从采光窗、通

风窗、门、电缆沟等进入室内的设施。 

     5  配电室、电容器室和各辅助房间的内墙表面应抹灰刷白。地(楼）面宜采用高标号

水泥砂浆抹面压光。配电室、变压器、电容器室的顶棚以及变压器室的内墙面应刷白。 

     6  长度大于 7m 的配电室应设两个出口，并宣布置在配电室的两端。当变电所采用双

层布置时，位于楼上的配电室应至少设一个通向室外的平台或通道的出口. 

     7  配电所，变电所的电缆夹层、电缆沟和电缆室，应采取防水、排水措施。 

     8  在征得电网公司及设计院会审意见后，可采用光伏业内常用的箱式变配电室，施工

安装简易,成本低廉,性价比高。 

     9  针对箱式变配电室吊装制定《配电室吊装施工专项方案》。 

2.10.3   电缆沟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严格按照设计文件要求施工. 

     2  不得损坏原厂区的原有地下管线. 

     3  电缆检查井圈、井盖采取防盗措施。 

4  严格按要求做地上线缆标识。 

 5  电缆需经过厂区路面的、充分协商比较，确定采用顶管方式还是破路方式，若破路

需按照道路施工相关规范恢复。 

 6  室外砌筑电缆沟的电缆沟盖板做好防水措施。 

 7  采用金属穿线管的，做好接地措施。 



10。4   屋面桥架及穿线管敷设,桥架及穿线管固定参照 2。3 项光伏支架与屋面连接方

式：两两桥架需接地线连接，接地线应紧固牢靠防腐蚀。 

2.10.5   光伏电站配套建(构）筑物 

     1  光伏电站建（构）筑物包括综合楼、配电室、升压站、逆变器室等 

     2  光伏电站建（构）筑物严格参照《光伏发电施工规范》GB50794-2012第 4。5项执

行。 

                             2.11  电线、电缆施工 

2.11。1   电线、电缆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

收规范》GB50186的相关规定. 

2.11.2   电缆管不应有穿孔、裂缝和显著的凹凸不平，内壁应光滑;金属电缆管不应有严重

锈蚀;硬质塑料管不得用在温度过高或过低的场所；在易受机械损伤的地方和在受力较大处

直埋时，应采用足够强度的管材。 

2。11。3   电缆支架的加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材应平直，无明显扭曲。下料误差应在 5mm 范围内,切口应无卷边、毛刺。 

     2  支架应焊接牢固，无显著变形.各横撑间的垂直净距与设计偏差不应大于 5mm。 

     3  金属电缆支架必须进行防腐处理。位于湿热、盐雾以及有化学腐蚀地区时，应根据

设计作特殊的防腐处理。 

     4  电缆支架的固定要牢固可靠。 

2。11。4   电缆敷设前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查： 

     1  电缆通道畅通，排水良好。金属部分的防腐层完整。隧道内照明、通风符合要求。 

     2  电缆型号、电压、规格应符合设计。 

     3  电缆外观应无损伤、绝缘良好，当对电缆的密封有怀疑时,应进行潮湿判断；直埋

电缆与水滴电缆应经试验合格. 

     4  电缆放线架应放置稳妥，钢轴的强度和长度应与电缆盘重量和宽度相配合。 

     5  敷设前应按设计和实际路径计算每根电缆的长度，合理安排每盘电缆，减少电缆接

头. 

     6  在带电区域内敷设电缆，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 

     7  采用机械敷设电缆时,牵引机和导向机机构应调试完好。 



5   并联使用的电力电缆其长度、型号、规格宜相同。 

2。11。6   电力电缆在终端头与接头附近宜留有备用长度。 

2。11。7   标志牌上应注明线路编号。当无编号时,应写明电缆型号、规格及起迄地点；并

联使用的电缆应有顺序号;标志牌的字迹应清晰不易脱落；标志牌规格宜统一。标志牌应能

防腐，挂装应牢固。 

2.11。8    厂区内地埋时电缆表面距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0。7m。 

                          2。12  防雷与接地 

2.12.1    光伏电站防雷系统的施工应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施工. 

2.12。2    光伏电站接地系统的施工工艺及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的相关规定. 

2。12。3   屋顶光伏电站的金属支架应与原建筑物的接地系统可靠连接或单独设置接地极。 

2。12。4   盘柜、汇流箱及逆变器的接地应牢固可靠,导通良好，金属柜门应用裸铜软导线

与金属构件或接地排可靠连接. 

2.12.5   光伏发电站接地电阻阻值应满足设计要求，在验收前应找有资质的测试单位进行测

试,并出具测试报告。 

2。12.6    彩钢屋面接地系统应在每组方阵两端焊接或螺栓固定于支架。 

2.12.7    彩钢屋面防雷连接采用焊接时，注意采取防火措施，禁止对原厂房屋面面漆造成

炙烤，屋顶上焊接作业时焊接操作员身边备有消防灭火器。 

2.12.8    焊接作业前对钢材材质及防腐层进行检查，焊接完成后，焊接点做防腐防锈处理。  

                        3 设备和系统调试 

3.1  调试测试一般规定 

3。1。1   调试前应做下列准备工作： 

      1  调试方案报审完毕。 

      2  所有安装工作已完成并验收合格。 

      3  所有土建装饰工作已完成并验收合格；装有空调或通风设施的，安装完毕并投入

运行。 

      4  除光伏组串、汇流箱、逆变器测试调试参照本附录表格外,其他电气设备调试、二

次系统调试、高低压交直流柜等调试测试报告格式严格参照电站所在地电力部门验收规范格



                       3。2  光伏组串测试 

3。2。1   光伏组串测试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所有光伏组件应按照设计文件数量和型号,组串接引完毕。 

      2  汇流箱内各回路电缆接引完毕，其标示清晰、明确。 

      3  汇流箱内断路器或熔断器均处于断开状态。 

      4  汇流箱及箱内防雷模块连接牢固可靠,导通良好。 

      5  辐照度宜在高于或等于 700w/m 2 的条件下测试，采用辐照度测试仪测试辐照度。 

3。2。2   光伏组串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汇流箱内测试光伏组串的极性应正确无误。 

      2  同一测试条件同一组串之间的电压偏差不应大于2％,但最大电压偏差不应超过5v。 

      3  在发电情况下应使用钳形万用表对汇流箱内光伏组件进行电流测试;辐照度不低

于 700w/m 2 且相同测试条件下同一组串的电流偏差不应大于 5％。 

      4  光伏组串电缆温度应无超常温等异常情况. 

      5  光伏组串测试完成后，应按附录 A的格式进行填写记录。 

3.2.3    逆变器投运前接入逆变器的汇流箱应全部检测完毕；汇流箱的测试同光伏组串的测

试。 

3.2。4    按要求分别测试组串出线端和汇流箱进线端的电压、电流，并做记录，以便分析

组串至汇流箱端的损耗。 

3.2。5     检测时严禁接触组串及汇流箱内的金属带电部位。 

                                 3.3  逆变器调试 

3。3.1    逆变器的调试应由逆变器厂方主导调试，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密切配

合。 

3。3.2    逆变器调试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逆变器控制电源应具备投入条件。 

      2  逆变器交直流侧电缆接引完毕，其极性（相序）正确、绝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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