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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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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永红、李秀璋、董国琛、蒋建平、余子英、胡纯星、杨中华、黄璁、董华强、

徐强、李崇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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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利用评估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既有建筑屋顶结构功能性指标评估和能力需求匹配指标评估两大类的评估体系，并相

应给出了屋顶光伏电站开发建议。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既有建筑的屋顶在分布式光伏开发过程中的前期可利用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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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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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8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DB33/1106 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光伏发电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利用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为电能的发电技术。 

3.2  

    分布式光伏发电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power generation 

在用户所在场地附近建设，运行方式以用户侧自发自用为主、多余电量上网，且在配电系统平衡调

节为特征的光伏发电形式。 

3.3  

    混凝土屋面  concrete roof 

采用现浇混凝土、预制混凝土铺就的建筑屋面。 

3.4  

    钢结构屋面  steel roof 

以薄壁型钢作为屋面承重构件，压型钢板铺设或其他类似的建筑屋面。 

3.5  

    屋顶可利用面积  utilizable roof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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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屋顶扣除建筑必要功能区以外的区域面积。 

注：屋顶建筑必要功能区是指电梯机房、屋顶水箱间等为建筑服务的必要功能用房，屋顶花园等均属于非建筑必要

功能区 

3.6  

    年均总日间用电量  average annual daytime power consumption 

在一定年限内，建筑物计量关口内所有用电设备在6点至19点这一时间段内，总用电量的年平均值。 

3.7  

    预先考虑光伏荷载的设计  design with pre-computation of photovoltaic load 

在建筑设计时，建筑屋面荷载除一般建筑需考虑的防水层、保温层、找平层等荷载外，同时还考虑

了屋面建造光伏电站的荷载。 

4 评价分类及要求 

4.1 评价分类 

屋顶评价分为结构功能性评估及能力需求匹配评估。 

4.2 数据获取 

对既有建筑屋顶在分布式光伏开发过程中的前期可利用性评估，可通过填写附录A《既有建筑屋顶

资源光伏利用排摸信息登记表》收集整理获得。 

4.3 结构功能性评估 

4.3.1 结构功能性评估依据 

作为既有建筑的屋顶在分布式光伏开发过程中的前期可利用性评估的一部分，结构功能性评估主要

依据建筑物屋顶类型、建筑物已使用寿命以及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4.3.2 结构功能性评估体系 

结构功能性评估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结构功能性评估体系表 

屋面 

材质 

是否预先考

虑光伏荷载 

是否为可上

人屋面 
屋顶已使用年限 评估等级 

存在以下情况则屋顶结构功能性评估为不

可利用 

混凝

土屋

面 

是   

结构功能性一级 

1.不能通过竣工验收的建筑； 

2.违章建筑； 

3.临时建筑； 

4.五年内规划要拆迁的建筑； 

5.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为甲类、乙类的

建筑； 

6.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为甲类、乙

类的建筑（详见表 B.2）； 

否 是 小于等于 25 年 

否 是 大于 25 年 

结构功能性二级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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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结构功能性评估体系表(续) 

屋面 

材质 

是否预先考

虑光伏荷载 

是否为可上

人屋面 

屋顶已使用年

限 
评估等级 

存在以下情况则屋顶结构功能性评估为不

可利用 

钢结

构屋

面 

是   结构功能性一级 
7.建筑寿命期内会有大量粉尘、热量、腐蚀

气体等影响的建筑（详见表 B.1）； 

8.屋面整体朝阴或周边有大型障碍物影响

的建筑； 

9.屋面围护板为脆性材料且工艺上不可更

换的建筑。 

否  小于等于 3 年 结构功能性二级 

否  大于 3 年 结构功能性三级 

4.4 能力需求匹配评估 

4.4.1 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4.4.1.1 日间用电量匹配值 

日间用电量匹配值根据式（1）计算： 

 
S

W
K d   ........................................ (1) 

式中： 

dK —日间用电量匹配值； 

W —年均总日间用电量（ hkW  ）； 

S —屋顶可利用面积（
2m ）。 

4.4.1.2 变压器容量匹配值 

变压器容量匹配值根据式（2）计算： 

 
S

W
K t

t   ........................................ (2) 

式中： 

tK —变压器容量匹配值； 

tW —变压器容量（ VAk ）； 

S —屋顶可利用面积（
2m ）。 

4.4.2 能力需求匹配评估 

能力需求匹配评估体系表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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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能力需求匹配评估体系表 

评估等级 评价指标 指标含义 

能力需求匹配指标一级 

dK ≥100 光伏电站所发电力可完全被用户消纳 

tK ≥0.1 光伏电站所发电力可完全并网消纳 

能力需求匹配指标二级 

50≤ dK ＜100 光伏电站所发电力大于等于 50%可被用户消纳 

0.05≤ tK ＜0.1 光伏电站所发电力大于等于 50%可并网消纳 

能力需求匹配指标三级 

dK ＜50 光伏电站所发电力小于 50%可被用户消纳 

tK ＜0.05 光伏电站所发电力小于 50%可并网消纳 

4.5 其他因素 

既有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能力还与屋面朝向、光伏组件阵列朝向有关，参见附录 C中的图 C.1。 

5 开发指导建议和评估 

5.1 开发指导建议 

既有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开发指导建议如表 3所示。 

表3 既有建筑屋顶分布式光光伏电站开发指导建议表 

评估

指标 
评估等级 开发建议 备注 

结构

功能

性指

标 

一级 

通常情况下，该等级屋面承载能力良好。

经有资质的设计院进行计算复核后，可

直接进行屋顶光伏电站开发利用。 

须关注建筑在使用过程

中，屋顶是否有设计之

外的额外附加负载，如

悬挂吊车、吊挂水箱、

吊顶等。 

在既有建筑上

增设或改造光

伏系统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太

阳能光伏系统

应用技术规范》

JCJ 203 和现行

地方标准《建筑

太阳能光伏系

统应用技术规

程》 DB33/1106

的相关规定。 

二级 

屋顶可进行开发利用，但须委托有资质

的设计院进行结构复核，确认建筑结构

安全后方可进行开发利用。 

 

三级 

屋顶可进行开发利用，但须委托有资质

的设计院进行结构复核，确认建筑结构

安全或进行必要的修复、加固措施后方

可进行开发利用。 

对于设计院复核结果，

安全性一般的建筑屋

面，在光伏电站开发中

建议考虑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具体

须另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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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既有建筑屋顶分布式光光伏电站开发指导建议表（续） 

评估

指标 
评估等级 开发建议 备注 

 不可利用 
项目开发须和业主经过仔细确认，并寻

求有资质的设计院确认可行性。 
  

能力

需求

匹配

指标 

dK ≥100 

表明屋顶可利用面积都可用来建设光伏

电站，并被用户单位就地消纳。建议考

虑采用“自发自用”的电费结算模式。 

 

 

50≤ dK ＜100 

表明屋顶可利用面积都可以被用来建设

光伏电站，一半以上的光伏电力可被用

户就地消纳。建议考虑采用“自发自用，

余量上网”的电费结算模式。 

dK ＜50 

表明业主单位用电能力较弱，则需考虑

是否采用“完全上网”的电网接入模式

和“全部售电”的电费结算模式，并须

考虑业主单位长期发展稳定性。 

tK ≥0.1 
表明屋顶可利用面积都可以被用来建设

光伏电站，并通过现有变压器接入电网。 

 

0.05≤ tK ＜0.1 

需考虑变压器改造升容的可能性，以及

改造所需的费用和时间，或者考虑在屋

顶可利用面积中仅选用部分屋面。 

tK ＜0.05 

变压器改造升容的可能性较低，改造费

用较大，此时建议根据变压器容量匹配

值，考虑在屋顶可利用面积中仅选用小

部分屋面。 

5.2 开发前评估 

针对具体屋顶资源的光伏开发利用，在以上初步评估的基础上，开发商需现场进行屋面情况勘察，

对于建筑物光照遮挡情况、钢结构屋面锈蚀情况等在前期摸排中未体现的要素进行检查；实际屋顶资源

的可利用性，应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屋面承载计算复核，并对接入方案设计、用电负荷评估、项目

经济核算等方面进行全面计算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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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既有建筑屋顶资源光伏利用排摸信息登记表 

A.1 既有建筑屋顶资源光伏利用排摸信息登记表见表A.1。 

表A.1 既有建筑屋顶资源光伏利用排摸信息登记表 

建筑编号 （格式：企业名称-厂房编号） 收储等级 （由收储机构填写） 

企业名称   建筑物名称   

企业所属园区   企业详细地址   

企业性质 □国企 □上市公司 □外企 □民营 □其它 年用电量（度)或电费（元）   

企业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企业所属行业 
□建筑建材  □信息产业 □机械机电 □轻工食品 □服装纺织 □安全防护  

□办公文教  □电子电工 □家居用品 □物流仓储 □包装 □办公  □其它           

企业对于开展厂房屋顶

光伏电站建设意愿 
□有兴趣，希望自己投资建设 □有兴趣，愿意配合投资企业来建设 □可以请投资企业来洽谈一下 □不愿意  

企业日间生产安排  □日间不安排生产      □日间安排生产 生产时间（几点至几点）：                

建筑物使用性质 

（多选） 

  □自建建筑  □租用建筑 建筑物已使用年限        年 

  □临时建筑  □违章建筑  □五年内规划要拆迁的建筑 有无完整竣工图纸 □有     □无 

屋面结构类型  □钢结构 □混凝土    屋面角度 □平屋面  □斜屋面 斜屋面朝向：      

建筑是否锈蚀漏雨 □有     □无 是否周围建筑对它有明显大面积遮挡 □有     □无 

屋顶面积（m²）（斜屋面填写朝南面积）   屋顶设备面积占用比估算             % 

企业进线电压等级   企业变压器数量及各变压器容量（kVA）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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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建筑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B.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见表B.1。 

表B.1 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生产类别 举例 

甲 

1.闪点小于 28℃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或洗涤部位及其泵房，橡胶制品的涂胶和胶浆

部位，二硫化碳的粗馏、精馏工段及其应用部位，青霉素提炼部位，原料药厂的非纳西汀车间

的烃化、回收及电感精馏部位，皂素车间的抽提、结晶及过滤部位，冰片精制部位，农药厂乐

果厂房，敌敌畏的合成厂房、磺化法糖精厂房，氯乙醇厂房，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工段，苯酚

厂房的磺化、蒸馏部位，焦化厂吡啶工段，胶片厂片基厂房，汽油加铅室，甲醇、乙醇、丙酮、

丁酮异丙醇、醋酸乙酯、苯等的合成或精制厂房，集成电路工厂的化学清洗间(使用闪点小于

28℃的液体)，植物油加工厂的浸出厂房； 

2.乙炔站，氢气站，石油气体分馏(或分离)厂房，氯乙烯厂房，乙烯聚合厂房，天然气、石油

伴生气、矿井气、水煤气或焦炉煤气的净化(如脱硫)厂房压缩机室及鼓风机室，液化石油气灌

瓶间，丁二烯及其聚合厂房,醋酸乙烯厂房，电解水或电解食盐厂房，环己酮厂房，乙基苯和

苯乙烯厂房，化肥厂的氢氮气压缩厂房，半导体材料厂使用氢气的拉晶间，硅烷热分解室； 

3.硝化棉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赛璐珞厂房，黄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三乙基铝厂房，染化

厂某些能自行分解的重氮化合物生产，甲胺厂房，丙烯腈厂房；  

4.金属钠、钾加工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聚乙烯厂房的一氧二乙基铝部位，三氯化磷厂房，多晶

硅车间三氯氢硅部位，五氧化磷厂房； 

5.氯酸钠、氯酸钾厂房及其应用部位，过氧化氢厂房，过氧化钠、过氧化钾厂房，次氯酸钙厂

房； 

6.赤磷制备厂房及其应用部位，五硫化二磷厂房及其应用部位； 

7.洗涤剂厂房石蜡裂解部位，冰醋酸裂解厂房。 

乙 

1.闪点大于等于 28℃至小于 60℃的油品和有机溶剂的提炼、回收、洗涤部位及其泵房，松节

油或松香蒸馏厂房及其应用部位，醋酸酐精馏厂房，己内酰胺厂房，甲酚厂房，氯丙醇厂房，

樟脑油提取部位，环氧氯丙烷厂房，松针油精制部位，煤油灌桶间； 

2.一氧化碳压缩机室及净化部位，发生炉煤气或鼓风炉煤气净化部位，氨压缩机房；  

3.发烟硫酸或发烟硝酸浓缩部位，高锰酸钾厂房，重铬酸钠(红钒钠)厂房； 

4.樟脑或松香提炼厂房，硫磺回收厂房，焦化厂精萘厂房； 

5.氧气站，空分厂房； 

6.铝粉或镁粉厂房，金属制品抛光部位，煤粉厂房、面粉厂的碾磨部位、活性炭制造及再生厂

房，谷物筒仓的工作塔，亚麻厂的除尘器和过滤器室。 

注：表B.1 引用自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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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见表B.2。 

表B.2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举例 

火灾危险性

类别 
举例 

甲 

1.己烷，戊烷，环戊烷，石脑油，二硫化碳，苯、甲苯，甲醇、乙醇，乙醚，蚁酸甲酯、醋酸

甲酯、硝酸乙酯，汽油，丙酮，丙烯，60 度及以上的白酒； 

2.乙炔，氢，甲烷，环氧乙烷，水煤气，液化石油气，乙烯、丙烯、丁二烯，硫化氢，氯乙烯，

电石，碳化铝； 

3.硝化棉，硝化纤维胶片，喷漆棉，火胶棉，赛璐珞棉，黄磷； 

4.金属钾、钠、锂、钙、锶，氢化锂、氢化钠，四氢化锂铝； 

5.氯酸钾、氯酸钠，过氧化钾、过氧化钠，硝酸铵； 

6.赤磷，五硫化磷，三硫化磷。 

乙 

1.煤油，松节油，丁烯醇、异戊醇，丁醚，醋酸丁酯、硝酸戊酯，乙酰丙酮，环己胺，溶剂油，

冰醋酸，樟脑油，蚁酸； 

2.氨气、液氯； 

3.硝酸铜，铬酸，亚硝酸钾，重铬酸钠，铬酸钾，硝酸，硝酸汞、硝酸钴，发烟硫酸，漂白粉； 

4.硫磺，镁粉，铝粉，赛璐珞板(片)，樟脑，萘，生松香，硝化纤维漆布，硝化纤维色片； 

5.氧气，氟气； 

6.漆布及其制品，油布及其制品，油纸及其制品，油绸及其制品。 

注：表B.2引用自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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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屋顶光伏电站朝向与发电效率关系 

C.1 屋顶光伏电站朝向与发电效率关系图见图C.1，图中所示方位与倾角表示光伏整列安装时的朝向

方位以及安装后组件与地面所成倾角，各个面发电效率请参见表C.1。 

 

图C.1 屋顶光伏电站朝向与发电效率关系图 

表C.1 屋顶光伏电站朝向与发电效率关系表 

方位 
角度 

0° 6° 21° 90° 

N 

96% 

93% 84% 62% 

S 98% 100% 62% 

W 96% 93% 56% 

E 96% 93% 56% 

NW 94% 87% 62% 

NE 94% 87% 62% 

SW 97% 98% 62% 

SE 97% 98% 62% 

注：表中所示数据为浙江杭州地区各方位在常用倾角下的辐射量比例相对值，表中数值由 RETScreen 能源管理软件模

拟计算，最佳安装倾角取 21 度，彩钢瓦平均安装倾角取 6 度 ，以最佳安装倾角“正南朝向”的辐射量为参照。以上

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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