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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IJ

1. o. 1 为规范农业温室结构设计荷载，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

技术先进，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农业温室的结构设计。

J. o. 3 农业温室结构设计中涉及的作用应包括直接作用（荷载〉

和地基变形、说凝土收缩、焊接变形、温度变化或地震等引起的间

接作用 ，本规范仅对荷载作出规定。

1. o. 4 农业温室结构设计中涉及的荷载，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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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1 术语

2. 1. 1 加温温室 heated greenhouse 

配套加温设备，冬季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设计温度以土的

温室。

2.1. 2 塑料大棚 plastic tunnel 

耕作机械和种植人员不掀开塑料薄膜或拆除拱架即能进入作

业的单拱塑料棚。

2. 1. 3 主体结构 main structure 

由柱、屋架、柏架、天沟、支撑等构件组成的温室主要受力

体系。

2. 1. 4 拉幕机 sere er山ig machine 

由减速电机、传动机构等组成的用于收放遮阳网或保温幕的

设备。

2. 1. 5 卷被机 rolling machine 

由卷被轴、卷被电机等组成的用于卷放保温被、保温帘等保温

材料的设备，亦称卷帘机。

2. 1. 6 吊蔓线 hang line 

缠绕在作物茎秤土用于吊挂作物的线。

2. 1. 7 吊线 suspend line 

用于吊挂作物并将作物荷载传递到温室结构土的线或杆。根

据布置方式吊线分为一级吊线、三级吊线、三级吊线。水平方向布

置，用于直接吊挂吊蔓线的线或杆称为三级吊线；水平方向布置，

用于支撑三级吊线的线或杆称为二级吊线；竖直方向布置，用于吊

挂二级吊线或三级吊线的线或杆称为一级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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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符 c:::J 
τ言

c 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

c, 加热影响系数；

η－一一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

Rd－一结构构件抗力设计值；

So 基本雪压；

sd 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Gk 永久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Sk一一雪荷载标准值；

SQk一－按可变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Wo 基本风压；

wk 风荷载标准值；

Y。一一结构重要性系数；

h一－－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YQ 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µ,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µ，一←风荷载体型系数；

µsl 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

µ,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11"ι 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Pq一→－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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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载分类和荷载组合

3. I 一般规定

3. I. I 确定可变荷载的代表值时，设计基准期宜采用 30 年。

3. I. 2 不同类型温室的设计使用年限应符合表 3. 1. 2 的规定。

表 3. 1. 2 不同类型温室的设计使用年限（年）

温室类型 （玻璃温室｜聚碳酸酶板温室｜塑料薄膜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棚

设计使用年限 i 20 20 15 10 10 

注：日光温室若采用玻璃、聚碳酸醋板作为透光覆盖材料时，应分别按玻璃温室或

聚碳酸醋板温室考虑。

3. I. 3 温室钢结构安全等级宜为兰级，结构重要性系数可取 0. 90 。

3.2 荷载分类和荷载代表值

3. 2. I 温室结构的荷载可分为下列两类：

I 永久荷载，包括结构自重和安装在结构构件或围护构件上

的固定设备自重等。

2 可变荷载，包括作物荷载、风荷载、雪荷载、屋面活荷载、安

装在结构构件上的移动设备荷载、温度作用和地震作用等。

3.2.2 温室结构设计时，荷载代表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I 永久荷载代表值应采用标准值。

2 可变荷载代表值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组合值和准

永久值。

3.2.3 温度作用和地震作用可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

载规范》GB 50009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有关规定

执行。

3.2.4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按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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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计。对可变荷载应采用荷载的组合值作为其荷载代表值。可

变荷载的组合值，应为可变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组合值系数。

3. 2. 5 撞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分别接荷载效应的标准组

合和准永久组合进行设计。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应为可变荷载

标准值乘以准永久值系数。

3.3 荷载组合

3. 3. 1 荷载组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均布活荷载不应与雪荷载同时计入，应取两者中的较

大值。

2 施工检修集中荷载不应与屋面材料自重和作物荷载以外

的其他荷载同时计入。

3 风荷载不应与地震作用同时计入。

4 屋面活荷载不应与地震作用同时计入。

5 温度作用不应与地震作用同时计入。

3.3.2 温室结构设计应根据使用过程中结构土可能同时出现的

荷载，接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荷载组

合，并应取各自最不利的组合进行设计。

3.3.3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按荷载的基本组合计算荷载组

合的效应设计值，并应符合下式要求：

γo sd < Rd (3. 3. 3) 

式中： γ。 结构重要性系数，应按本规范第 3. 1. 3 条采用；

Sa 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Rd一－结构构件抗力设计值，应按有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

规定确定。

3. 3. 4 荷载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乱，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sd ＝ γGSGk 十 Yo1 So1k 十三＝ Yo,c/Jc;So,k (3. 3. 4) 
且 ~z

式中： YG→一一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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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Qi一一第 z 个可变荷载分项系数，其中 YQ1 为主导可变荷载

的分项系数，应按本规范第 3. 3. 8 条采用；

Sek一一永久荷载际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

SQ;k一一按第 i 个可变荷载标准值计算的荷载效应值，其中

SQ1k为诸可变荷载效应中起控制作用者；

1[r e;一－第 z 个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η一一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
注： 1 基本组合中的效应设计值仅适用于衍钱与衍载效应~宝地盘的情况．

2 2坦对 SQ1k无法明显判断时，应轮次以各可变荷载宫！INi作为 SQ1~ · 并逃取;a;

中最不利的衍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3.3. 5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根据不同自倒是诗要求，采用荷载的标

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并应符合下式婴~γ

sdζc (3. 3. 5) 

式中 ：C一一结构或结构构件达~Jt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如挠

度、位移等的限←

3.3.6 荷载标准组合的教到国提计值 sd ，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严 S-c:J + SQ1k + ~ψe•S Qik (3. 3. 6) 
, = 2 

3.3.7 荷载准菲仄宝岛合的效应设计值 sd ，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Sd = Sek 十 二 'lfrq,S Qik (3 . 3. 7) 
; - 2 

式中：航. .L丧哥’妈 i /I、可变荷载的准永久值系数。

3. 3. 的精捕和温度作用的分项系数应符合表 3.3.8-1 的规定，荷载

和兔，腔作芳目的组合值系数及准永久值系数应符合表 3. 3. 忌2 的规定。
表 3. 3. 8-1 荷裁和温度作用的分项系数

项次 荷载名称 分项系数

1 永久荷载 I. 00(0. 95) 

2 风荷革t I. 00 

3 笃荷载 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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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3. 8-1 

项次 荷载名称 分项系数

4 屋面活荷载 1. 20 

5 作物荷载 1. 20 

6 移动设备荷载 1. 20 

7 温度作用 1. 00 

注：当永久荷载对结构有利时，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取括号中数值。

表 3. 3. 8-2 荷载和温度f乍用的组合值系数及准永久值系数

项次 可变荷载种类 组合值系数 准永久值系数

1 风荷载 0. 60 。

雪荷载
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2 o. 70 
GB 50009 的有关规定取值

3 屋面活荷载 0. 70 。

4 作物荷载 0. 70 0. 50 

5 移动设备荷载 0. 70 0. 50 

6 温度作用 0. 60 0.40 

3. 3. 9 考虑地震作用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有关规定进行荷载组合，温室结构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应取结构自重标准值和各可变荷载组合值之和，可变荷载的组合

值系数应按表 3. 3. 9 的规定采用。

表 3. 3. 9 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项次 可变荷载种类 组合值系数

1 风荷载 不计入

2 雪荷载 0. 50 

3 屋面活荷载 不计入

4 作物荷载 0. 50 

5 移动设备荷载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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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久荷载

4. O. I 永久荷载可包括结构构件、围护构件、固定设备的自重以

及其他需要按永久荷载考虑的荷载。

4. 0. 2 结构构件、围护构件自重的标准值可按其设计尺寸计算确

定。温室常用材料的自重可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取值，其他材

料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

采用。

4. o. 3 固定设备可包括加温、降温、遮阳、补光、通风和保温等设

备。其自重应根据设计尺寸或咨询设备供应商确定，温室内固定

设备荷载尚未确定时，可按 O. 07kN/m2 的竖向均布荷载采用。温

室常用设备的自重可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取值。

4. 0. 4 温室拉幕机单根钢缆驱动线、压幕线、托幕线和吊挂微喷

灌系统的水平支撑线在其端部固定点的最小水平拉力，宜按表

4. o. 4 的规定采用。
表 4. o. 4 拉幕机单根钢缆驱动线、压幕线、托幕线和吊挂微愤灌系统的

水平支撑线在其端部固定点的最小水平拉力

项次 类 别
端部固定点的最小

水平拉力（kN)
线间距（mm)

1 拉幕机钢缆驱动线 1. 00 3000~ 4000 

2 拉幕机托幕线 0. 50 400~ 500 

3 拉幕机压幕线 0. 25 800~ 1000 

吊挂微喷灌系统的
4 1. 25 2000~ 4000 

水平支撑线

• 8 • 



5 作物荷载

5. 0.1 作物荷载应包括吊挂在温室结构上的作物、栽培容器及容

器内基质等的重量。

5.0.2 作物荷载标准值可按表 5. o. 2 的规定取值。
表 5. 0. 2 作物荷载标准值

项次 类别
单点吊挂荷载

(kN／株、盆）

单位面积荷载

(kN/m'J 
备 注

1 茄果类、西甜瓜类 0. 08 0. 15 不含栽培容器及基质重量

2 小型盆栽类 0. 10 0. 30 含栽培容器及基质重量

3 大型盆栽类 0. 30 1. 00 含栽培容器及基质重量

注： 1 小型盆栽指直径为 25cm 以下的花盆，大型盆栽指直径大于 25cm 的花盆。

2 特殊种植的作物荷载应按实际情况计算。

5. 0. 3 作物荷载的作用方式应取决于吊挂方式，温室常见的作物

吊挂方式可按本规范附录 B 的方法采用。设计已确定吊挂方式

时，可按本规范表 5. 0. 2 中单点吊挂荷载计算，折算的单位面积荷

载不得低于本规范表 5.0. 2 的规定；设计未确定吊挂方式时，可按

本规范表 5. 0. 2 中单位面积荷载计算。

5. 0. 4 作物荷载通过吊线作用在温室结构上时，吊线端部作用到

温室结构上的水平力、竖向力及吊线的张力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

方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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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雪荷 载

6. 1 雪荷载标准值及基本雪压

6. I. 1 屋丽水平投影面上的雪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

sk = µ,c , so (6. 1. 1) 

式中 ： Sk一一雪荷载标准值（kN/m2);

µ，一一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

c， －一一加热影响系数；

So一一基本雪压（kN/m2 ）。

6. I. 2 全国各地温室不同设计使用年限的基本雪压，应符合本规

范附录 C 的规定。

6.2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及加热影晌系数

6. 2. 1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应根据屋面类别，按表 6 . 2. 1 采用。

表 6. 2. 1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项次 ｜ 类别 层面形式及积雪分布系辈leµ, 备注

跨
披
面

单
闺
中
庭

,,, 

α I .;;30。 I 30。〈α ＜ 60。｜注60°1

µr1 0.8 10.8 ( 60° －α ） β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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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1 

项次 i 类别 备注屋面形式及积雪分布系数 µ，

2 

均匀分布的情况｜ I I岛

µ， 按本表

第 1 项规定

采用

3 

跨
坡
面

单
双
屋

不均匀分布的情况「巳ιr一li.25µ,

I 

4 

均匀分布的情况 I 1 灿

l 

1. µ， 按本

表第 1 项规

定采用，

2. 仅 α 不

大于 25° 或

f/l 不大于 0.1

时，只采用均

匀分布情况；

3. 多跨双

坡屋面的积雪’

分布系数参照

本项兑见定

跨
形
面

单
拱
屋

0.5µr,m ／飞＼

际均匀分布的情况~飞＼／ \ 
L 

灿＝ll （ ν） l 「； 1 1 
co：：际；，＇，）z飞1

抖，m二 0. Z+lOJ/l 

(µ,,m < 1. 0) 

0.8 
均匀分布的情况「

跨
坡
面

双
双
屋

不均匀分布的情况「~一」~

产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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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 1 

项次 ｜ 类别｜ 层面形式及积雪分布系数μ， 备注

0.8 
均匀分布的情况

2.Qµ明
1. µ, .m f查

不均匀分布的情况。坚士／气飞久 本表第 3 项

双跨 iJ!4ji_4~ 112 」 112 ~J4J.I飞
规定采用 5

句 q , , , 吁吁 2. 多跨拱
拱形 L ιLLιl 

I 1 ’ 1 形庭丽的积
屋顶

而》~~》；王雪分叫
参照本项规

定

1 飞 咱

0.8 
均匀分布的情况

多跨 2.0µ, 2.0µ, 2.0灼
不均匀分布的情况「丘I～～～－ιJ～～～~「 μ，按本表

I 型

~－~：：. ／牛l 第棚1 项细定银窗形

屋面

L I L I L 
1 司 司

均匀分布的情况 µ, 

均匀分布的情况

单E每
、 r Jl ρ和阿E 型

7 I 

！ κ〈＼
: 按本表第 3

锯齿形
: 项规定采用

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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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2. 1 

备注项次｜类别 屋面形式及积雪分布系数 µ，

0.8 
均匀分布的情况

8 

跨
型
市
面

双
H

比
如
屋

M … 2 Oµ巳m 2.0µr,m 
不均匀分布的情况二且「一一一飞飞＼「＼＼

内铲t hl2 L 1r12 L ze212 L 

F宁可
均匀分布的情况

0.8 

.. 2.0/4,m 

不均匀分布的情况l 二汇~－5~「＇－－ ~·m
双跨｜ … ,Oµr,m 
｜门ζM Uγm 「、、 µr,m

E 型｜不均匀分布的情况2 v.~m ~ν ............... －－叶
I It ｜锯齿形｜ ; 1 1 1 1 1 

屋面l f丫下
μ主斗

l, µ,,m 按

本表第 3 项

规定采用；

2. 多跨 E

型锯齿形屋

面的积雪分

布系数参照

本项规定

1. µc.m 按

本表第 3 项

规定采用；

2. 多跨皿

型锯齿形屋

面的积雪分

布系数参照

本项规定

I 型

lo I 高低

屋面

刊L 」」鸟

叮γn
I. l I. l I. l I. l I. 
叮叮叮叮叮

G二1. Sl U>Sm) 

a=Z. Sl (l< Sm)

• 13 • 



项次 l 类别

E 型

11 I 高低

屋面

目光

12 I 温室

屋面

13 

屋面

续表 6. 2.1 

屋面形式及积雪分布系数 µ，

片L厂1上L寸
半L斗

“ = 2h (4m＜α＜Sm) 

μ巾”一
均匀分布的情况厂「 ,,.,, 

- -- µ,,m 

不均匀分布的情；p丘ν~
」 ！， J 」 21, 3 」

1 气 ι1

「飞~］
才

l/2 
才

60。

L 112 L 
叮叮

备注

低屋面还

应按本表第

4 项规定考

虑跨度方向

不均匀分布

的情况

1. 片，b 按

本表第 1 项

规定采用；

2. µ， 和

片，m 按本表

第 3 项规定

采用；

3. 覆盖保

温被时， µ，，m

最大值可取

2. 0 

1. µ •. b 按

本表第 1 项

规定采用，

2.µ，和酌，m

按本表第 3项

规定采用；

3. 覆盖保

温被时，拱屋

面雪荷载分

布系数最大

值可取 2. 。

注：屋面透光覆盖材料为塑料薄膜时，积雪分布系数只有在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其

凹陷，避免形成局部积雪的条件下方可按表 6. 2. 1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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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2 加热影响系数应根据温室屋面覆盖材料类别，按表 6. 2. 2 

的规定取值。

表 6. 2. 2 加热影晌系数

加热影响系数 c,
项次 类别

加温温室 其他温室

1 单层玻璃 0.6 1. 0 

2 双层中空玻璃 0.7 1. 0 

3 单层塑料薄膜 o. 6 1. 0 

4 双层充气膜 0. 6 1. 0 

5 聚碳酸醋中空板 o. 7 1. 0 

注： 1 配有屋面融雪装置且下雪时能自动打开进行融雪作业的温室，可按加温温

室取值。

2 如施工和使用期间室内气温低于 10℃，设计时应按其他温室计算。

6. 2. 3 设计温室结构及屋面承重构件时，应按下列规定采用积雪

的分布情况：

1 温室结构整体计算时，应分别按屋面积雪的均匀分布和不

均匀分布情况计算。

2 屋面覆盖材料和模条计算时，应按积雪不均匀分布的最不

利情况采用。

• 15 



7 风荷载

7. 1 凤荷载标准值及基本凤压

7. 1. 1 垂直于温室表面上的风荷载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温室主体结构时，应按下式计算：

Wk= µ,µ,wo (7. 1. 1 1) 

式中：Wk 风荷载标准值CkN/m2);

µ，一一风荷载体型系数；

µ,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Wo 基本风压CkN/m2 ）。

2 计算围护结构时，应按下式计算：

wk= µ,1µ,w0 (7.1.lZ) 

式中：µ,i 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

7. 1. 2 基本风压应按空旷平坦地形离地 lOm 高处时距为 3s 风

速确定的风压值采用，且不应小于 0. Z5kN/m2 。全国各地温室不

同设计使用年限的基本风压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D 的规定。

7. 1. 3 当建设地点的基本风压值在本规范附录 D 未给出时，应

按下列方法计算：

1 可根据当地至少 10 年以上的 3s 瞬时风速资料，按照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通过统计分析确

定。无风速资料时，可根据附近地区规定的基本风压或长期资料，

通过气象和地形条件的对比分析确定。

2 可根据温室设计使用年限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规范》GB 50009 规定的时距为 lOmi口风速确定的基本风压乘以阵

风系数确定，阵风系数可取 1.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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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凤压高度变化系数

7. 2. 1 对于平坦或稍有起伏的地形，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根据地

面粗糙度类别按表 7. 2. 1 确定。

表 7. 2.1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地面粗糙度类别
离地面高度（m)

A B c 

3. 0 1. 00 o. 70 o. 60 

4.0 1. 03 0. 76 0. 60 

5.0 1. 09 0. 81 o. 60 

6. 0 1. 14 0.86 0. 60 

8.0 1. 22 0. 94 o. 60 

10. 0 1. 28 1. 00 o. 65 

注： A 类指近海海面和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戈壁地区；B类指田野、乡村、丛林、

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乡镇；C类指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7. 2. 2 在山区建设的温室，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正。
7. 2. 3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计算时，温室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高度

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室主体结构：按屋檐高度与屋面高度的一半之和计算；

2 墙体围护结构：按屋檐高度计算；

3 屋面围护结构：按屋脊高度计算。

7.3 凤荷载体型系数

7. 3. 1 风荷载体型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采用：

1 0°风方向时，应按表 7. 3. 1 1 采用； 90°风方向时，应按表

7.3.1-2 采用；

2 温室体型与表 7. 3. 1 1 和表 7. 3. 1 2 中的体型类同时，可

按相应表的规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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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室体型与表 7.3.1-1 和表 7.3.1-2 中的体型不同时，可

按有关资料采用；当元资料时，宜由风洞实验确定；

4 对设计有启闭通风口的温室在风荷载设计中宜按通风口

关闭状态设计。

表 7.3.1-1 0。凤方向凤荷载体型系数

项次｜类别 备注体型及体型系数 µ，

μν／＂－0.5 
/1α 、＼

。。风而l I.~ 
一一一＋ 21 二；

+1 T 
l 中间值

按线性插值

法计算；

2. µ， 的绝

对值不小于

o. 1 

2 

跨
坡
面

单
双
屋

-0.7 

。。风∞
－一一＋ ? "' 0 

µ， 按本表

第 1 项规定

采用

-0.7 

单坡

屋面

中间值按

线性插值法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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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3. 1-1 

项次｜类别 备注体型及体型系数 µ.

4 

- 0.8 

:: I 且， U
俨

[f 
仨兰5

1. 中间值

按线性捅｛宦

法计算；

2. 阳的绝

对值不小子

0. I 

多跨

s I 双披

屋丽

向／寸.5 -0币飞归－0｝气？·5
J气α 、、／、、／、、

0。风 「－ l l l 
－－－＋ 。q I I I 甘

军 I I 19 

问按本表

第 1 项规定

采用

跨
形
顶

多
铁
屋

向披本表

第 4 项规定

采用

多跨 且. ~1 
1 I I~ 
锯齿形

µ.按本表

屋面
,::Q.6归.6 6 - 0 5盯J I 寸

第 l 项规定

~~ 。 ’ .-.....: • 9 <:;> r-飞－0.4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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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3. 1-1 

项次｜类别 ｜ 体到及体型系数向 备注

h才－产0「.8」6-...-0.6／－扩0气.7:;;;七、哇。
－。－。风－·· ∞ 

? 
多跨

问－O~n""i.O冉I~~－冉？岳飞圳十
向按2在袋

s I E型 第 4 项规定
锯齿形

采用
屋面

多跨

皿型
9 I 
锯岱形

屋丽 I ~

日光

10 I 混窒

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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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问

。。凤

’---., 

T
J
｜

斗

了

i
L

扑＼
过斗
叮
当
；

叫4
州

。。风- µ. 

出一

寸
斗
呀
？

向按本我

tfH 项规定

采用

1. 向，b 按

本表第 1 项

规定采用 ；

2. µ.按本

表第 3 项规

定采用



缓衰 7. 3. 1-1 

备注体型及体型系数μ，类别项次

μ，按本表

第 3 项规定

采用
价不~ 1

l 114 l 114 l L 114 L 114 l 
l 11 l 1 b l 

µ. 阴阳忍卢主＋
目光

混窒

屋商

11 

表中未注明的形式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

有关规定取值。

表中未标明山喝的风荷载体型系数参烈本表第 1 项规定采用．

表中结构均为封闭结构．

o·风方向指风向垂直干温室屋脊方向．

表 7. 3. 1-2 90。凤方向凤荷载体型系数

注： l

2 

4 

备注体型及体型系数µ.类别项次

- 0 2 - 0.2 - 0.2 - 0.2 - 0.2 
/"'-.... ／＇－..、

I r、，
10 

- 0.2 

e、e

0 

小－
0 

I 

-03 

。、a

0 
I 

跨
披
面

多
双
层

+0.7 

90°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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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3. 1-2 

项次 类别 体型及体型系数h 备注

单E驾 -0.3 山捕的风

乎在地

//\ 
荷钱体型系

2 
拱形 数按本袋第 1

屋而 项规定采用

-0.3 - 0.3 -0.3 山辅的风

多跨

导广「丫丁
街载体型系

3 拱形 数按本表第

屋面 1 项规定采

用

注 ： l 坡屋面温室的风荷载体型系数可按本表第 1 项规定取值．

2 日光温室层面及阴阳裂日光温室屋顶的风荷载体型系数可按本表mz 项

规定取值。

3 90•风方向指风向平行于温室屋脊方向．

7.3. 2 温室屋脊、山墙和侧墙端部及屋檐边 2m 范围内的围护构

件（图 7. 3. 2 阴影部分〉及连接件的风荷载计算时，风荷载局部体

型系数 µ.1司取 1. 50 。

阁 7. 3. 2 温室边缘部位风荷载局部体到系数计算范围

• 22 • 



8 其他可变荷载

8. 1 屋面活荷载

8. 1. 1 主体结构整体计算时，屋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可按水平投

影面积计算。承受荷载水平投影面积大于或等于 30旷的主体结

构，屋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应取 0. lOkN/m2 ；不大于 30旷的主体

结构，屋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应取 o. 15kN/m2 。

8. 1. 2 屋面构件计算时，施工检修集中荷载标准值可取 1. OkN, 

且作用在结构最不利位置上；当施工检修集中荷载可能超过

1. OkN 时，应按实际情况采用。

8.2 移动设备荷载

8. 2. 1 安装在温室结构上的移动设备可包括自行走式喷灌车、卷

被机、吊挂或支撑在温室结构上的物流运输设备、屋面清雪设备

等。

8. 2. 2 移动设备荷载应根据设备供应商提供的设备自重和设备

最大设计运载能力等进行计算。温室常用移动设备的自重可按本

规范附录 A 的规定取值。移动设备的动力系数可按 1. 0 取值。

• 23 • 



附录 A 温室常用材料和设备的自重

表 A 温室常用材料和设备的自重

项次 名 称 自重 备 注

0. 120 4mm 厚，含支撑框
普通平板玻璃

0. 150 5mm 厚，含支撑框

0. 236 4mm十日A十4mm 厚，含支撑框
双层中空玻璃

。. 286 5mm十 6A十5mm 厚，含支撑框

0. 200 6. 8mm 厚，含支撑框

非晶硅电池组件 0.240 8. 6mm 厚，含支撑框

0. 310 11. 6mm 厚，含支撑框

。 150 4mm 厚，含支撑框
晶硅电池组件

0.200 7. 7mm 厚，含支撑框

o. 010 聚乙烯（ PEl膜

塑料薄膜 0. 014 聚氯乙烯＜PVCl膜
透光

（按 lmm 厚计） 。. 010 酣酸乙烯＜EVA）膜
覆盖

1 0.014 聚醋＜ PET)膜
材料

<kN/m'l 
0.023 6mm 厚．含支撑框

0.025 8mm 厚．含支撑框
双层聚碳酸醋中空板

o. 027 lOmm 厚，含支撑框

0. 029 12mm 厚，含支撑框

o. 026 8mm 厚，含支撑框

三层聚碳酸醋中空板 o. 028 lOmm 厚，含支撑框

0. 031 12mm 厚予含支撑框

o. 031 lOmm 厚．含支撑框
四层聚碳酸醋中空板

0.033 12mm 厚句含支撑框

聚碳酸醋浪板 。. 012 0. 8mm 厚

亚克力CPMMA）板 0.050 按 4mm 厚计

硬质聚氯乙烯CUPVC）板 0.050 按 3mm 厚i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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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项次 名 称 自重 备 注

黑色遮阳网 0. 0002 

遮阳网 银灰色遮阳网 o. 0002 
2 

(kN/m2) 缀铝外遮阳网 0.0015 

缀铝内遮阳网 0.0010 

低Ek高密度聚乙烯防虫网 0.002 

0.016 20 目

防虫网 0.014 30 目
3 

CkN/m2) 不锈钢丝防虫网 0.013 40 日

0.010 50 目

0.008 60 目

0. 0065 13mm 厚
发泡聚乙烯保泪被

o. 007 15mm 厚

发泡橡塑保温被 o. 015 20mm 厚

保温被
4 0.012 干燥状态，30mm 厚

CkN/m2) 针刺毡保温被
0.030 潮湿状态

0.020 干燥状态，50mm 厚
草苦保i面被

o. 050 潮湿状态

0. 052 DN20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o. 060 DN25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0.086 DN32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0.085 DN40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散热器 o. 115 DN50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5 国翼散热器

CkN/m) o. 150 DN65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0. 195 DN80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0. 235 DNJOO.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0. 285 DN125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 055 DN20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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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项次 名 称 自重 备 注

0.065 DNZS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0.095 DN32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0. 098 DN40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 137 DNSO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圆翼散热器

o. 186 DN65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o. 245 DN80，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o. 310 DNlOO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0. 405 DN125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0.016 DNZO.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0.022 DN25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0.033 DN32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 041 DN40，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散热器 0. 049 DNSO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5 

CkN/m) o. 071 DN65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 104 DN80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 127 DNlOO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o. 158 DN125 ，管道未充水时重量
光管散热器

。. 019 DN20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 027 DN25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0.043 DN32，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0. 056 DN40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o. 071 DNSO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 107 DN65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0. 153 DN80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o. 202 DNlOO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o. 276 DN125 ，管道充满水时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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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项次 名 称 自重 备 注

不带施肥桶空载，喷杆长度
1. 55 

按 12m 计

不带施肥桶满负载，喷杆长度
1. 75 

自行走式
按 12m 计

喷灌车CkN／台）

喷灌车 带施肥桶空载，喷杆长度
6 1. 90 
及其配套 按 12m 计

设备 带施肥桶满负载，喷杆长度
2.20 

按 12m 计

轨道转移车CkN／台） o. 56 

轨道CkN/m) 0. 14 双轨道

日光温室
自重CkN／台） 0. 15 

7 吊挂 载重CkN／台） 0.50 

运输车
轨道重CkN/m) o. 12 

o. 50 例Ll卷式，不含卷轴
8 日光温室卷被机CkN／台）

o. 90 中卷式，不含卷轴

0.45 直径 915mm

0.35 直径 760mm

9 循环风机〔kN／台） 0.30 直径 640mm

0.20 直径 550mm

o. 15 直径 450mm

1. 35 1550mm× 1550mm 

1. 05 1380mm× 1380mm 
10 轴Im排风风机CkN／台）

0.80 1068mm× 1068mm 

0.40 750mm × 750mm 

11 co，发生器CkN／台） 。. 15 燃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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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项次 名 称 自重 备 注

干态， lOOmm 厚、lOOOmm 高

0. 10 湿帘，其他规格按湿帘单位体

积质量。 25kN/m3增减

湿帘
湿帘装置 湿态， lOOmm 厚、lOOOmm 高

12 
CkN/m) 0.20 湿帘，其他规格按湿帘单位体

积质量 0. 50kN/m3增减

含湿帘上框架、下框架、喷水
湿帘框架 。. 15 

管、集水槽等

400W 高压纳灯，含灯头、灯
13 补光灯CkN／盏） 0.06 

罩和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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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温室常见作物的吊挂方式及吊挂荷载

B.1 温室常见作物的吊挂方式

B. 1. 1 作物荷载可通过不超过三级吊线的模式（图 B.1.11 、图

B. 1. 1 2 、图 B. 1. 1 3 ），传递到温室结构。

3 

B. 1. 1 1 日光温室中的吊挂模式

1 一级吊线；2 二级吊线；3一三级吊线；4 吊蔓线；5 骨架

6 后墙； 7一三级吊线在后墙上的固定点

2 

B. 1. 1 2 塑料大棚中的吊挂模式

1 一级吊线；2 二级吊线， 3 －三级吊线：4 吊蔓线；5 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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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1-3 连栋温室中的吊挂模式

1一－级吊线；2一三级用线； 3一吊蔓线；

4一端部吊线梁；5－立校； 6一析~

B. I. 2 作物在不同类型温室中的吊挂方式可按表 B. 1. 2 的规定

采用。

表 B. 1. 2 作物在不同类型温室中的吊挂方式

项次 类知l 吊佳方式示意阁 备注

石！ 怪叫
h，一三级

日光

4什忡沪才机
In线北墙（或

温室 立校）固定
1 

2 点式 点高度 ，hi=

吊挂 日光？息室纵向 2. 0m~ 2.4m; 

hi一三级

吊线商屋面

固定点高度 ，

日光

乓i肿y 价片知才11♀ 
h2=1. Sm~ 

滔窒
1. 8m; 

2 i事一三级
3 点式

吊线相邻两
吊桂 日光温室纵向

支撑点之间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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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1. 2 

项次类别 吊挂方式示意图 备注

lz 二级

吊线相邻两

口光 11r「dβ而Y 干布＼时阳＼队一 1 ~？ ; 支撑点之间
3 温室 －~ -- - 非如Lw 距离；

4 点式 .£! .J2 h 三级吊挂 /3 过 日光温室纵向 械回
fz 二级

吊线下垂度

hi一二级

塑料 何／／常；有－1一t1、7" "' ]; h 也 吊线巾间固气气

大棚 h 定点高度，

｜忖巾制F hi 2. Om~ 
吊挂 1 塑料大棚纵向 2. 4m; 

hz 三级

吊线边墙固

定点高度，

hz 二 1. 5m~ 

;1~习
塑料 」 叮 」

大棚 !2 1 1 /3 三级

5 4 点式 - 呐命如吊线相邻两丑…1向…l
12 二级

吊线相邻两

支撑点之间

距离；

塑料 f营／中干F听~飞；向 I 级气 1 n 一

6 大棚 β i 乎 | 吊线下垂
5 点式 /z .J2 」、; H再有时而H 度，｜引塑料大附 f 二级

吊线下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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