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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 依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20，《团体标准化 第 1部分：良好行

为指南》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2部分：良好行为评价指南》GB/T

20004.2-2018 编写的有关要求，以及《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中建金协 【2017】19 号）的相关规定制定。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管理中心归口管理。

本文件编制的技术依托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团体标准专家委员会。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

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后经审查定稿。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本文件由XXXXXXX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

XXXXXXX（地址：XXXXXXX）。

本文件主编单位：XXXXXXXX

本文件参编单位：XXXXXXXXX

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XXXX XXXX XXXX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员：XXXX XXXX



光伏幕墙应用指南标准

1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光伏在建筑幕墙应用方面的指导，同时给出了有关

光伏幕墙构件、光伏幕墙布线、光伏幕墙发电方面需要考虑的一些建

议和信息。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光伏幕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的引用文件对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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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为了便于检索，本标准将引用文件的相关条文在“条文说明”中

列出。

3术语和定义

3.1指南标准

以适当的背景知识提供某主题的普遍性、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

或者同时给出相关建议或信息的标准。

3.2光伏幕墙

具有光伏发电功能的建筑幕墙。

3.3光伏幕墙构件

具有光伏发电功能的幕墙面板构件。

3.4发电玻璃



通过在玻璃表面镀导电膜而形成的用于太阳能发电的玻璃。

3.5支承腔体布线

利用幕墙横梁和立柱空腔敷设直流线缆的方式。

3.6特低电压

不超过《建筑物电气装置的电压区段》GB/T18379规定的有关 I

类电压限值的电压。

4总则

4.1发展方向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建筑的节能减排是光伏幕墙应用的发

展方向。

【条文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一条规定：“为了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

源安全，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第十

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安装和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

能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太阳能利用系统。”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

见》（一）规定：“利用太阳能光电转换技术，解决建筑物、城市广

场、道路及偏远地区的照明、景观等用能需求，对替代常规能源，促

进建筑节能具有重要意义。”

4.2应用条件

当建筑具有建筑幕墙、同时又具有近零能耗建筑或绿色建筑的需

要时，宜选择光伏幕墙。



【条文说明】《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2019第3.0.1

条规定：“建筑设计应根据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设计降

低建筑冷热需求和提升主动式能源系统的能效达到超低能耗，在此基

础上，利用可再生能源对建筑能源消耗进行平衡和替代达到近零能

耗。有条件时，宜实现零能耗。”表5.0.2条规定：“可再生能源利

用率≥10％。”第 7.1.12条规定：“建筑设计宜采用建筑光伏一体

化系统。”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第7.2.9条规定：“由

可再生能源提供电量比例≥4%，评价总分值为10分。”第 9.2.7条

规定：“进行建筑碳排放计算分析，采取措施降低单位建筑面积碳排

放强度，评价分值为12分。”

4.3基本分类

为了便于指导应用，本标准对光伏幕墙构件按太阳能电池进行基

本分类，基本类型可见图 1。不同技术类别的光伏幕墙构件可见附录

A.1.1和 A.1.2。

图 1 光伏幕墙构件基本类型



4.4主要作用

本标准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将光伏应用于幕墙所存在

的不适应之处，作为需要考虑的因素，提出方向性的指导，或给出具

体建议和参考信息，帮助标准使用者开展与该主题有关的技术创新或

起草相关的技术文件。

5光伏幕墙构件

5.1构件尺寸

5.1.1光伏幕墙构件因工艺性原因，其尺寸与幕墙分格尺寸会存在差

异。采用建筑模数有利于尺寸的差异最小化。光伏幕墙的分格宜考虑

光伏幕墙构件的生产加工能力。光伏幕墙构件生产企业宜提供尺寸调

节措施。

光伏幕墙构件的常规尺寸可见附录 A.1.3，尺寸调节措施可见附

录 A.1.4。

【条文说明】《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50002-2013第3.1.1条规定：

“基本模数的数值应为 100㎜（1M等于100㎜）。整个建筑物和建

筑物的一部分以及建筑部件的模数化尺寸，应是基本模数的倍数。”

根据玻璃幕墙设计施工经验，幕墙分格尺寸=面板尺寸+接缝尺

寸。隐框幕墙的接缝尺寸一般控制在 16㎜，明框幕墙的接缝尺寸一

般控制在34㎜。

碲化镉薄膜组件的工艺模数主要考虑三个因素：①导电膜

（TCO）玻璃原片尺寸为 3660㎜*2440㎜，按600㎜切割，玻璃的利



用率最高；②1200㎜*600㎜尺寸的重量为 12kg，大小和重量能满足

一个人搬运；③1200㎜*600㎜是当时行业内的主流尺寸，设备容易

匹配，产品具有通用性。

5.1.2当光伏幕墙构件用于明框幕墙时，考虑到玻璃与槽口的配合尺

寸，槽口内的太阳能电池会因遮挡而影响发电效率。因此槽口内不宜

留有太阳能电池，或使槽口内的太阳能电池不发电。这种情况会使太

阳能电池面积发生变化，计算发电量时需注意此种光伏幕墙构件的最

大功率和转换效率。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表9.5.2和表

9.5.3规定如下：



光伏幕墙构件的最大功率是指在标准条件下（太阳辐照度1kW/

㎡、光谱AM1.5、温度 25℃）测试的输出功率的最大点Pm，即最大

工作电压Um和最大工作电流Im所对应的功率点。最大功率点可见

I-V曲线示意图。



举例：计算单片太阳能电池面积100cm、功率 2W的转换效率？

太阳辐照度1000W/㎡=100mW/cm，最大功率Pm=2W=2000mW，入

射光的功率Pin=100cm ×100mW/cm =10000mW。

光伏幕墙构件的转换效率η是指最大功率 Pm与照射到太阳能电

池上的入射光的功率Pin的比值。

公式：η=Pm/Pin

2

2

2 2

转换效率η=Pm/Pin=2000/10000=20%。

5.1.3为了适应幕墙造型的需要，在实际中会使用到异形光伏幕墙构

件。光伏幕墙构件的不规则尺寸会影响发电效率。设计人员宜与光伏

幕墙构件生产企业协商设计电路，或采用个别不发电的光伏幕墙构

件，尽量使光伏幕墙构件的电性能参数在串联电路中保持一致。

【条文说明】《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T51368-2019第8.5.3

条规定：“光伏方阵中同一组串中各光伏组件的电性能参数宜保持一

致。”

5.2力学性能

5.2.1当光伏幕墙构件的表面和背板采用非玻璃材料、并用于幕墙的

非透光部位或代替铝板石材时，考虑到幕墙的荷载作用计算，材料生

产企业需提供此种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弹性模量、泊松比、线膨胀系

数、重力密度等力学性能参数。

5.2.2普通光伏组件的玻璃厚度为 3.2㎜，不宜作为幕墙的玻璃面板

使用。光伏幕墙构件的单片玻璃、夹层玻璃或中空玻璃的单片玻璃，

其最小厚度宜符合《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的有关规



定。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第6.1.1条规

定：“框支承玻璃幕墙单片玻璃的厚度不应小于 6㎜，夹层玻璃的单

片厚度不宜小于5㎜。夹层玻璃和中空玻璃的单片玻璃厚度相差不宜

大于3㎜。”第7.1.1条规定：“（全玻幕墙）面板玻璃的厚度不宜

小于10㎜；夹层玻璃单片厚度不应小于 8㎜。”第 8.1.2条规定：

“（点支承玻璃幕墙）采用浮头式连接件幕墙玻璃厚度不应小于6㎜；

采用沉头式连接件的幕墙玻璃厚度不应小于8㎜。安装连接件的夹层

玻璃和中空玻璃，其单片厚度也应符合上述要求。”

5.2.3薄膜光伏幕墙构件因受生产工艺的限制，发电玻璃的厚度为 3.2

㎜，不宜单独作为幕墙的玻璃面板。薄膜光伏幕墙构件可采用2层或

3层结构的夹层玻璃，通过等效厚度计算，使夹层玻璃的刚度满足力

学性能要求。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第6.1.4-3条

规定：“夹层玻璃在计算玻璃刚度时，应采用等效厚度计算。”第

6.1.5-4条规定：“中空玻璃计算玻璃刚度时，应采用等效厚度计算。”

上海市工程技术规范《建筑幕墙工程技术标准》DG/TJ08-56-2019

第11.2.10-4条规定：



目前生产的TCO玻璃的厚度为3.2㎜，主要考虑 3.2㎜（1/8英寸）是

玻璃的标准厚度之一；作为薄膜太阳能电池的衬底材料，封装后能够

满足IEC标准中地面用光伏组件的机械荷载要求；随着薄膜太阳能电

池工艺的发展，TCO玻璃承受机械荷载的能力增强，现有部分企业采

用2.5㎜、2.2㎜厚的 TCO玻璃作为薄膜太阳能电池的衬底材料。

5.2.4由于幕墙性能要求的多样性，光伏幕墙构件的结构也是多样的。

为了便于幕墙的结构计算，光伏幕墙构件生产企业宜提供光伏幕墙构

件的断面结构。

光伏幕墙构件的断面结构可见附录 A.1.5。

5.3光学性能

5.3.1建筑室内的透明、采光、节能等因素决定了外立面窗的可见光

透射比。当光伏幕墙构件安装在幕墙的透光部位时，通过对太阳能电

池的处理和调整，可使透光率满足相应的可见光透射比。

【条文说明】《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第3.0.3条规定：



《
公
共
建
筑
节
能
设
计
标
准》
G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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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第

3.2.4条规定：“甲

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小于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

射比不应小于0.60；甲类公共建筑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大于等于

0.40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0.40。”

《建筑光伏系统技术导则》RISN-TG029-2017第5.4.4-6条规定：

薄膜光伏构件的透光率可按下式计算：

采光

等级
场所名称

侧面采光

采光系数标

准值（%）

室内天然光照度

标准值（lx）

Ⅰ 特精密加工车间 5 750

Ⅱ 设计室 4 600

Ⅲ 普通教室 3 450

Ⅳ 一般病房 2 300

Ⅴ 卫生间 1 150



Aa—薄膜太阳电池面积总和（㎜）

= [(X×Z－Aa－Ab)× c＋Aa× c']÷(X×Z)

式中： —透光率（%）

X—光伏构件边框长度（mm）

Z—光伏构件边框宽度（mm）

c—透明部分的透光率总和（%）

（ c＝ c1× c2× c3× f1× f2……， c1、 c2、 c3……分别为组

成光伏构件从外到内透明部分的透光率， f1、 f2……分别为组成光

伏构件从外到内所有胶膜的透光率）

c'—电池部分的透光率总和（%）

（ c'＝ a× c2× c3× f1× f2……， a—薄膜太阳电池透光率

（%）， c2、 c3……分别为组成光伏构件从外到内电池部分的透光

率， f1、 f2……分别为组成光伏构件从外到内所有胶膜的透光率）

2

Ab—边框面积（不带边框的取 0）

5.3.2当光伏幕墙构件的透光率符合相应的幕墙采光性能分级时，光

伏幕墙构件的功率是不同的。为了便于设计人员在透光率与功率之间

进行综合平衡。光伏幕墙构件企业宜提供与幕墙采光性能分级对应的

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

与幕墙采光性能分级对应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可见附录 A.2.1

和 A.2.2。

【条文说明】《建筑幕墙》GB/T21086-2007第5,1,8,2条规定：建

筑幕墙采光性能分级指标透光折减系数TT应符合表23的要求。



表23建筑幕墙采光性能分级

5.3.

3
当

幕

墙对玻璃有可见光反射比的要求时，光伏幕墙构件宜满足

要求。与不同的可见光反射比对应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会不同。光

伏幕墙构件生产企业宜提供与不同的可见光反射比对应的光伏幕墙

构件的功率。

与不同的可见光反射比对应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可见附录

A.2.3和 A.2.4。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光热性能》GB/T18091-2015第4.3条规定：

“玻璃幕墙应采用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 0.30的玻璃。”第 4.4条规

定：“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立交桥、高架桥两侧的建筑物20m以

下及一般路段10m以下的玻璃幕墙，应采用可见光反射比不大于0.16

的玻璃。”

5.4热工性能

5.4.1当建筑热工气候区对玻璃幕墙有保温要求时，位于透光部位的

光伏幕墙构件可采用中空玻璃满足传热系数限值的要求。光伏幕墙构

件中空层内温度的变化会对功率产生影响。光伏幕墙构件生产企业宜

提供不同温度下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

不同温度下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可见附录 A.3.1和 A.3.2。

分级代号 1 2 3 4 5

分级指标

TT

0.2≤TT＜

0.3

0.3≤TT＜

0.4

0.4≤TT＜

0.5

0.5≤TT＜

0.6
TT≥0.6



采光顶传热系数的限值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2016第5.3.5条

规定：“有保温要求的门窗、玻璃幕墙、采光顶采用的玻璃系统应为

中空玻璃、Low-E中空玻璃、充惰性气体 Low-E中空玻璃等保温性能

良好的玻璃，保温要求高时还可采用三玻两腔、真空玻璃等。”第

5.3.1条规定：各个热工气候区建筑内对热环境有要求的房间，其外

门窗、透光幕墙、采光顶的传热系数宜符合表 5.3.1的规定，并应按

表5.3.1的要求进行冬季的抗结露验算。严寒地区、寒冷 A区、温和

地区门窗、透光幕墙、采光顶的冬季综合遮阳系数不宜小于 0.37。

表5.3.1建筑外门窗、透光幕墙、

气候区 K[W/(㎡·k)]

严寒A区 ≤2.0

严寒B区 ≤2.2

严寒C区 ≤2.5

寒冷A区 ≤3.0

寒冷B区 ≤3.0

夏热冬冷A区 ≤3.5

夏热冬冷B区 ≤4.0

夏热冬暖地区 -

温和A区 ≤3.5

温和B区 -



《建筑幕墙》GB/T21086-2007第6.2.1-e）条规定：“（构件式

玻璃面板）中空玻璃气体层厚度不应小于9㎜。”

5.4.2当建筑热工气候区对玻璃幕墙有遮阳要求时，位于透光部位的

光伏幕墙构件可通过对太阳能电池的处理和调整，利用透光率满足太

阳得热系数限值或遮阳系数限值的要求。光伏幕墙构件的透光率、遮

阳系数、功率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即透光率越低，遮阳系数越小，功

率越高。光伏幕墙构件生产企业宜提供与幕墙遮阳系数分级对应的光

伏幕墙构件的功率。

与幕墙遮阳系数分级对应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可见附录 A.3.3

和 A.3.4。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2016第6.3.1条

规定：

《建筑幕墙》GB/T21086-2007第5.1.4.6条规定：



5.5声学性能

当玻璃幕墙有空气隔声性能要求时，位于透光部位的光伏幕墙构

件可采用中空玻璃满足要求。光伏幕墙构件中空层内温度的变化会对

功率产生影响。光伏幕墙构件生产企业宜提供不同温度下的光伏幕墙

构件的功率。

不同温度下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可见附录 A.3.1和 A.3.2。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第4.2.5条

规定：

《建筑幕墙》GB/T21086-2007第5.1.5.2条规定：



5.6通风要求

当幕墙有通风要求时，光伏幕墙构件作为开启扇，会因开启时的

角度与其他光伏幕墙构件的角度不一致而影响发电效率。设计时可考

虑将开启扇做特殊的电路设计、或采用不发电的光伏幕墙构件、或选

取颜色与光伏幕墙构件一致的面板。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第4.1.5条规

定：“幕墙开启窗的设置，应满足使用功能和立面效果要求，并应启

闭方便，避免设置在梁、柱、隔墙等位置。开启扇的开启角度不宜大

于30°，开启距离不宜大于300㎜。”

5.7美观要求

5.7.1幕墙作为建筑的外表皮，颜色和纹理可使建筑具有丰富的表现

力。当光伏幕墙构件采用不同的颜色或纹理时，会对功率产生影响。

光伏幕墙构件企业宜提供与不同颜色或纹理对应的光伏幕墙构件的

功率。

与不同颜色对应的光伏幕墙构件的功率可见附录 A.4.1和 A.4.2。

【条文说明】《建筑光伏系统技术导则》RISN-TG029-2017第5.4.5

条规定：当建筑对光伏电池的色彩均匀性有要求时，光伏电池的色彩

均匀性应符合表5.4.5的要求。



表5.4.5 光伏电池的色彩均匀性 单位为标准色差

【5.4.5解析】建材型光伏构件的色彩可通过调整背板玻璃的颜色和

花纹来达到色彩一致的要求或其他建筑效果的要求。

晶体硅太阳电池可以有多种颜色的选择，主要通过二氧化氮的用

量来改变表面颜色。一般晶体硅光伏组件表面采用蓝色或黑色，因为

这两种颜色对可见光波长的吸收最佳，如果换成其他颜色，对其波长

的范围就会反映不敏感,影响太阳电池的效率。所以除了特定场合，

一般不建议选用除蓝色或黑色以外的颜色。

晶体硅太阳电池一般为蓝色和黑色，薄膜太阳电池常用的颜色为

暗红色、深褐色、深灰色、深蓝色等，应根据建筑实际情况，选用合

适的颜色，同时考虑相应的功率损失。

5.7.2当光伏幕墙构件的接线盒位于不当的位置时，会对视觉和美观

造成影响。光伏幕墙构件的接线盒宜安装在背端或侧边。

电池种类
建筑立面

重要建筑 普通建筑可替换结构构件的建筑

单晶硅
单片构件 ≤1 ≤2 ≤3

相邻两片构件 ≤2 ≤3 ≤4

多晶硅
单片构件 ≤2 ≤3 ≤4

相邻两片构件 ≤3 ≤4 ≤5

薄膜
单片构件 ≤3 ≤4 ≤5

相邻两片构件 ≤4 ≤5 ≤6



光伏幕墙构件的接线盒尺寸和安装位置可见本标准第 6章的内

容和附录 A.1.6。

5.8便捷性要求

考虑到光伏幕墙有接线的特点，在安装和更换光伏幕墙构件时，

接线节点的构造宜方便操作。光伏幕墙构件安装与拆卸的便捷性可见

本标准第 6章的内容。

【条文说明】《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2003第4.3.1条规

定：“玻璃幕墙的构造设计，应满足安全、实用、美观的原则，并应

便于制作、安装、维修保养和局部更换。”

6光伏幕墙布线

6.1布线选型

6.1.1按照建筑电气布线的有关规定，光伏幕墙布线宜遵循安全、美

观、方便的指导性原则。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第8.2.2条规

定：“建筑物顶棚内、墙体及顶棚的抹灰层、保温层及装饰面板内，

严禁采用直敷布线。”

《太 阳能 光伏 玻 璃 幕墙 电气 设计 规范 》 JGJ/T365 -2015

第

5.3.2-1条规定：“直流电缆不应在光伏玻璃幕墙组件间的胶缝内布

线。”

6.1.2幕墙有多种形式，不同形式的光伏幕墙在布线时，接线盒的位

置、接线部位、布线形式会不一致。为了避免随意性，根据光伏幕墙

布线的指导性原则，可进行布线的适应性选择。光伏幕墙布线适应性



表1光伏幕墙布线适应性选择

选择可见表 1。

6.2金属线槽布线

6.2.1当金属线槽布线用于框支承幕墙时，金属线槽宜沿立柱或横梁

的外侧设置。布线图可见附录 B.1.1。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第8.5.1条规

明框幕墙 半隐框幕墙 隐框幕墙 点支承幕墙

接线盒位置
背端 ● ● ● ●

侧边 ● ●

接线部位
室内 ● ● ● ●

室外 ●

布线形式
支承腔体 ● ● ●

金属线槽 ●

透明幕墙 非透明幕墙

接线盒位置
背端 ●

侧边 ● ●

接线部位
室内 ●

室外 ●

布线形式
支承腔体 ● ●

金属线槽 ●



定：“金属线槽布线宜用于正常环境的室内场所明敷。具有槽盖的封

闭式金属线槽，可在建筑顶棚内敷设。”

6.2.2当金属线槽布线用于点支承幕墙时，金属线槽的设置宜考虑以

下几点：

a）金属线槽置于板缝之间，宜保证结构胶厚度并进行结构计算，

布线图可见附录 B.1.2；

b）金属线槽沿室内胶缝外侧设置，宜考虑美观性；

c）幕墙面积较大且并联线路的金属线槽较宽，宜考虑协调性；

d）为了避免影响太阳能电池面积，宜选用适合的驳接件。

6.2.3根据建筑电气关于线槽内线缆截面积的有关规定，光伏幕墙金

属线槽内线缆的截面积不宜超过线槽截面积的 40%。同时考虑到接线

插头直径的因素，插头部位宜设置金属槽盒，金属槽盒的截面积不宜

超过槽盒截面积的 75%。槽盒节点图可见附录 B.1.3。

【条文说明】《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第7.2.14条规定：

“金属槽盒内导线的总截面积不应超过其截面积的 40%。”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第8.5.4条规定：“电

线或电缆在金属线槽内不应有接头。当在线槽内有分支时，其分支接

头应设在便于安装、检查的部位。电线、电缆和分支接头的总截面（包

括外护层）不应超过该点线槽内截面的75%。”

6.2.4金属线槽宜为开口型腔加盖密封的形式。考虑到金属线槽的装

饰效果，铝合金壁厚不宜小于 1mm，不锈钢壁厚不宜小于 0.6mm。

【条文说明】《太阳能光伏玻璃幕墙电气设计规范》JGJ/T365-2015



第3.3.3条规定：“布线型腔的截面积或孔径应根据电缆根数及电缆

外径确定，并应满足布线要求。开口型腔应使用扣盖密封。”

6.3支承腔体布线

6.3.1当框支承幕墙采用支承腔体布线时，宜利用立柱、横梁、副框

的空腔布线。

【条文说明】《太阳能光伏玻璃幕墙电气设计规范》JGJ/T365-2015

第5.3.2条规定：“直流电缆宜通过幕墙横梁、立柱或副框的开口型

腔布线，型腔应通过扣盖扣接密封。”

6.3.2支承腔体布线的基本类型图可见附录 B.2：明框幕墙（侧边接线

盒）可见附录 B.2.1，隐框幕墙（背端接线盒）可见附录 B.2.2，单元

式幕墙可见附录 B.2.3。

6.3.3支承腔体内线缆的截面积不宜超过支承腔体截面积的 40%。同

时考虑到接线插头直径的因素，插头的截面积不宜超过支承腔体截面

积的 75%。

6.3.4光伏幕墙构件的线缆可通过支承结构上的穿线孔进入支承腔

体。当穿线孔对支承结构的强度有影响时，宜对支承结构进行安全性

校核。

7光伏幕墙发电

7.1电气安全性

7.1.1因幕墙是人易于接近的部位，且直流电缆敷设在金属支承体系

中，安全非常重要。本标准提供了有关防止触电危险、感应雷侵害、

直流电弧引发火灾方面的建议，并给出了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信息。



表2直流电压区段

7.1.2特低电压的直流电压区段不大于 120V，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对人

不会带来触电危险。光伏幕墙可选用特低电压技术措施。

特低电压技术措施可见附录 C.1。

【条文说明】《建筑物电气装置的电压区段》GB/T18379-2001第4

条规定：装置的直流电压区段应按其标称电压（U）划分，如表2所

示。

7.1.3当光伏幕墙构件或直流线路发生漏电，关断装置可使人的触电

危险得到保护。光伏幕墙可选用继电保护技术措施。

继电保护技术措施可见附录 C.2。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第5.2.1条规

定：“电力设备和线路应装设短路故障和异常运行保护装置。”

7.1.4为了避免因直流电缆漏电导致金属支承体系导电，在支承腔体

内敷设或涂布绝缘材料或线缆外覆聚氯乙烯保护套等，可避免人的触

电危险。光伏幕墙可选用电击防护技术措施。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第7.7.1条规

定：“低压配电系统的电击防护可采取下列三种措施：直接接触、间

区段
接地系统 不接地系统

极对地 极间 极间

Ⅰ U≤120V U≤120V U≤120V

Ⅱ 120V＜U≤900V 120V＜U≤1500V 120V＜U≤1500V



接接触、两者兼有。”

7.1.5感应雷对光伏系统和建筑室内的电子设备具有破坏作用，在接

线盒、汇流箱、逆变器内安装电源浪涌保护器，可防止雷电感应电流

的侵入。光伏幕墙宜采用电源浪涌保护器技术措施。

电源浪涌保护器技术措施可见附录 C.3。

7.1.6光伏系统直流线路的高电压易在连接点故障处产生电弧而引发

火灾，通过直流电弧检测及关断技术，可防止直流电弧引发火灾。光

伏幕墙宜采用直流电弧检测及关断技术措施。

直流电弧检测及关断技术措施可见附录 C.4。

7.2供电可靠性

7.2.1光伏幕墙既是幕墙也是电源，供电的可靠性非常重要。本标准

提供了光伏电源的关键部件和设计要点方面的建议，并给出了相关产

品和技术的信息。

7.2.2光伏幕墙构件是光伏电源系统中的发电部件，其电性能质量对

供电的可靠性起关键作用。设计人员宜了解下列主要指标。

a）功率：开路电压、短路电流、最大工作电压、最大工作电流、

最大功率；

b）效率：功率公差、转换效率、功率温度系数。

光伏幕墙构件的电性能可见附录 A.1.7、A.1.8、A.1.9、A.1.10、

A.1.11、A.1.12、A.1.13、A.1.14。

7.2.3逆变器是光伏电源系统中的平衡部件，具有直流电转换交流电、

保证电能质量、控制系统运行、最大功率点跟踪、安全保护、监测与



影响太阳辐射量的因素

通信等功能，各项性能指标对供电的可靠性起关键作用。光伏幕墙受

幕墙形式和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大，具有多点逆变的特点，宜采用微型

逆变器或组串式逆变器。

微型逆变器的电性能可见附录 D.1.1；组串式逆变器的电性能可

见附录D.1.2。

7.2.4太阳辐射是光伏发电的能量来源，受天文、地理、气象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其能量分布和强度是不一致的。设计人员可从多种途径

获得项目所在地的太阳辐射量数据。本标准给出了太阳能资源总量及

丰富程度等级、水平面总辐射日总量的数据，供设计时参考。

太阳能资源总量及丰富程度等级见附录 D.2.1；水平面总辐射日

总量见附录D.2.2。

【条文说明】《建筑光伏系统技术导则》RISN-TG029-2017表5.2.2

条规定：

序号 因素 影响

1 纬度 纬度低，太阳辐射强；反之，则弱；

2 海拔 海拔越高，太阳辐射越强；反之，则弱；

3 地形

不同坡度、坡向、坡形、坡位，所接受的太阳辐射量不

同，山地接收的太阳总辐射较平地少，向阳坡太阳总辐

射量高于背阴坡；

4 气候 不同的气候条件，太阳辐射和日照时数不同；

5 季节 夏季太阳辐射量最高，冬季最低；

6 天气 晴天太阳辐射量高，阴雨天则低；

7 时间 正午太阳辐射量最高，早晚则低；



《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50797-2012第5.1.2条规定“当对

光伏发电站进行太阳能总辐射量及其变化趋势等太阳能资源分析时，

应选择站址所在地附近有太阳辐射长期观测记录的气象站作为参考

气象站。”第5.1.3条规定：“当利用现场观测数据进行太阳能资源

分析时，现场观测数据应连续，且不应少于一年。”

7.2.5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和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电性能各自具有不同的

特点，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它们的特性，本标准给出了晶体硅和薄膜

光伏幕墙构件应用时的建议：

a）太阳辐射量较高、直射分量较大的地区宜选用晶体硅类型，太

阳辐射量较低、散射分量较大的地区宜选用薄膜类型；

b）幕墙的非透光部位宜选用晶体硅类型，幕墙的透光部位宜选用

薄膜类型；

c）受阴影遮挡影响较大的光伏幕墙宜选用薄膜类型，受阴影遮挡

影响较小的光伏幕墙宜选用晶体硅类型；

d）散热状况不好的光伏幕墙宜选用薄膜类型，散热状况良好的光

伏幕墙宜选用晶体硅类型。

7.2.6太阳能电池在太阳直射辐射时的光电转换效率最高。因太阳辐

射呈规律性变化，光伏幕墙受朝向、角度等因素的限制，发电功率会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设计时宜采用全年峰值日照时数较长的幕墙面

或斜幕墙面。

8 空气质量 太阳辐射量随空气污染指数的升高而下降；

9 朝向 朝向赤道方向太阳辐射量最高。



不同地区全年功率最大化的适宜倾斜度可见附录 D.2.3。

【条文说明】光伏幕墙朝向和倾角与发电功率的关系可参考下图。



7.2.7建筑周边物体对幕墙形成阴影遮挡会对光伏幕墙的发电功率造

成影响。采用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技术可以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光伏幕墙宜采用具有阴影扫描功能的逆变器、优化器等技术措施。

逆变器阴影扫描技术措施可见附录 D.3.1；优化器技术措施可见

附录 D.3.2。

【条文说明】太阳能电池的最大功率点跟踪控制主要是通过采集光伏

阵列的输出电压与电流，根据控制算法，调整变换器的输出来改变光

伏阵列的输出电压，达到对最大功率点的跟踪。

7.2.8太阳能电池的特性表明，随着太阳能电池温度的升高，开路电

压会下降，导致功率下降。为了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开放式光伏幕墙

或双层光伏幕墙比较有利于通风散热。

【条文说明】研究和实验表明，太阳能电池工作温度的升高会引起开

路电压大幅下降，在20℃～100℃范围，大约每升高1℃，每片太阳

能电池的电压约减少2mV。温度升高，太阳能电池的功率也会下降，

典型的功率温度系数-0.35%/℃表明，太阳能电池的温度每升高1℃，

功率减少0.35%。



7.2.9光伏幕墙构件表面灰尘的积累会使发电功率持续下降。经常性

保持光伏幕墙构件表面清洁，可提高发电效率。光伏幕墙的清洁可采

用雨水冲刷、人工清洗、自动清洗等方式。



（天合）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光伏幕墙构件技术资料

A.1规格和电性能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天合-116 单晶 PERC 1000*800
增减电池片

（见附图）

玻璃(4)+PVB（0.76）

+电池片+PVB（0.76）

+玻璃(6)

天合-232 单晶 PERC 1400*1000
增减电池片

（见附图）

玻璃(4)+PVB（0.76）

+电池片+PVB（0.76）

+玻璃(6)

天合-388 单晶 PERC 1800*1200
增减电池片

（见附图）

玻璃(4)+PVB（0.76）

+电池片+PVB（0.76）

+玻璃(6)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80*24*20背面/侧面 16.5 8.98 13.8 8.44

80*24*20背面/侧面 33.1 8.98 27.6 8.44

80*24*20背面/侧面 55.1 8.98 46 8.44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116 ±5 14.5 -0.35

232 ±5 16.6 -0.35

388 ±5 18 -0.35



尺寸调节措施附图

尺寸调节措施说明









电池片尺寸为 210mmX105mm
光伏幕墙构件包括 6串电池，电池串之间的间距为 3mm（该尺寸可调）；
每串电池有 6片电池，电池片间距为 2.2 mm；
光伏幕墙构件最小尺寸为 1315mmX800mm，可以根据建筑模数进行适当的调整，如



（嘉盛）

玻璃（5）+PVB（0.76）

玻璃（6）+PVB（0.76）

气体层（9）+玻璃（6）

玻璃（6）+PVB（0.76）

气体层（9）+玻璃（6）

+PVB（1.52）+玻璃（6）

1400mmX800mm，也可以将长度 1400 mm调整为 1500mm、1600mm，宽度800mm调
整为 850mm、900mm等。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JS105D

-11b
单晶硅 PERC 1200*600

增减电池片

调节边缘尺寸

（见附图）

+太阳电池+PVB

（0.76）+玻璃（5）

JS300D

-31b
单晶硅 PERC 1700*1000

增减电池片

调节边缘尺寸

（见附图）

+太阳电池+PVB

（0.76）+玻璃（6）+

JS600D

-63b
单晶硅 PERC 2100*1700

增减电池片

调节边缘尺寸

（见附图）

+太阳电池+PVB

（0.76）+玻璃（6）+



尺寸调节措施附图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131*8*9侧面

110*30*20背面
13.23 10.17 11.13 9.43

131*8*9侧面

110*30*20背面
37.8 10.17 31.8 9.43

131*8*9侧面

110*30*20背面
75.6 10.17 63.6 9.43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105 0～﹢5 14.58 -0.36

300 0～﹢5 17.64 -0.36

600 0～﹢5 16.80 -0.36



（隆基）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28版型 单晶 PERC半片 1290*750

玻璃(5)+PVB（0.76）

+电池片（0.2）+PVB

（0.76）+玻璃(5)

32版型 单晶 PERC半片 1460*750

玻璃(5)+PVB（0.76）

+电池片（0.2）+PVB

（0.76）+玻璃(5)

60版型 单晶 PERC 1790*1080

玻璃(6)+PVB（1.52）

+电池片（0.2）+PVB

（1.52）+玻璃(6)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短边边缘 38.2 5.55 32.5 5.27

短边边缘 43.7 5.55 37.5 5.27

短边边缘 41 11.11 35.2 10.54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173 ﹢3 19 -0.37

197 ﹢3 19 -0.37

370 ﹢5 19.9 -0.37



（龙焱）

（12）+钢化玻璃（6）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LAM3-T0 薄膜 CdTe 1800*1200 裁边、拼接

钢化玻璃

(6)+PVB(1.52)+电池

玻璃(3.2)+

PVB(1.52)+钢化玻璃

(6)

INS-3#LOW

-E-T40
薄膜 CdTe 1800*1200 裁边、拼接

钢化玻璃

(6)+PVB(1.52)+电池

玻璃(3.2)+

PVB(1.52)+Low-E钢

化玻璃(6)+中空层

LAM3-COLO

R-T40
薄膜 CdTe 1800*1200 裁边、拼接

钢化玻璃

(6)+PVB(1.52)+电池

玻璃(3.2)+

彩色PVB(1.52)+钢化

玻璃(6)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65*55*14背面

130*11*10侧面
120 3.23 88.9 2.81

65*55*14背面

130*11*10侧面
120 1.94 88.9 1.69

65*55*14背面

130*11*10侧面
120 1.94 88.9 1.69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250 0～﹢8 11.6 -0.214

150 0～﹢5 6.9 -0.214

150 0～﹢5 6.9 -0.214



（瑞科）

PVB（1.52）

+PVB（1.52）+玻璃（5）

玻璃（5）+PVB（1.52）

+PVB（1.52）+玻璃（5）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中山瑞科-

双玻产品
薄膜 CdTe 1200*600 裁切

CdTe玻璃（3.2）

+PVB（1.14）+玻璃

（5）

中山瑞科-

三玻产品
薄膜 CdTe 1200*600 裁切、拼接

玻璃（5）+

+CdTe玻璃（3.2）

中山瑞科-

中空产品
薄膜 CdTe 1200*600 裁切、拼接

+CdTe玻璃（3.2）

+空气层（12）+玻璃

（6）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90*73*15背部

150*13*11侧边
124.4 1.23 98 1.12

90*73*15背部

150*13*11侧边
120.8 1.16 98 1.05

90*73*15背部

150*13*11侧边
120.8 1.16 98 1.05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110 ±5 16.4 -0.28

103 ±5 15.3 -0.28

103 ±5 15.3 -0.28



（中建材）

玻璃（6）+空气层（12）

透光）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COM-TGN

002-230W
薄膜 CdTe

1600*1200*15/

17

玻璃（5/6）+PVB

（1.14）+CdTe玻璃

（3.2）+PVB

（1.14/1.52）+玻璃

（5/6）

COM-TGB

003
薄膜 CdTe

1600*1200*15/

17

彩色玻璃（5/6）+PVB

（1.14）+CdTe玻璃

（3.2）+PVB

（1.14/1.52）+玻璃

（5/6）

COM-HGNT0

01A002-

120W
薄膜 CdTe 1600*1200*28

+CdTe玻璃（3.2

+PVB（1.14/1.52）+

玻璃（6）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背面 179 2.02 135 1.78

背面 178 1.5～1.8 133 1.2～1.6

背面 178 1.12 131 0.9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230 0/+10 12 -0.34

150～220 0/+10 7～11 -0.34

120 0/+10 6 -0.34



（纤纳）

（上迈）

料（0.4）+EVA（0.45）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24 5 20 4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A.1.1 A.1.2 A.1.3 A.1.4 A.1.5

构件型号
构件类别 构件常规尺寸

（㎜）
尺寸调节措施

构件断面结构

（㎜）电池类别 技术类别

SMC-4X07 单晶 PERC 1184*884

ETFE（0.05）+复合材

+太阳电池+复合材料

（0.6）+加强筋背板

（0.3）+铝合金副框

A.1.6 A.1.7 A.1.8 A.1.9 A.1.10

接线盒尺寸（㎜）

与安装位置

开路电压

（V）

短路电流

（A）

最大工作电压

（V）

最大工作电流

（A）

95.5*30*16.5背部 18.3 9.81 15.1 9.28

A.1.11 A.1.12 A.1.13 A.1.14

最大功率

（Wp）

功率公差

（W）

转换效率

（％）

功率温度系数

（％/℃）

140 +5 13.4 -0.383



（嘉盛）

（龙焱）

（瑞科）

A.2光学性能

构件型号 JS105D-11b 电池类别 单晶 技术类别 PERC

A.2.1 A.2.2 A.2.3 A.2.4

采光性能分级 功率范围（Wp） 可见光反射比 最大功率（Wp）

0.2≤Tr＜0.3 105 ≤0.3

0.3≤Tr＜0.4 80 ≤0.16

0.4≤Tr＜0.5 75 - -

0.5≤Tr＜0.6 60 - -

Tr≥0.6 50 - -

构件型号 LAM3-T0 电池类别 薄膜 技术类别 CdTe

A.2.1 A.2.2 A.2.3 A.2.4

采光性能分级 功率范围（Wp） 可见光反射比 最大功率（Wp）

0.2≤Tr＜0.3 150～180 ≤0.3

0.3≤Tr＜0.4 100～150 ≤0.16

0.4≤Tr＜0.5 75～90 - -

0.5≤Tr＜0.6 50～60 - -

Tr≥0.6 25～30 - -

构件型号
中山瑞科-双玻

产品
电池类别 薄膜 技术类别 CdTe

A.2.1 A.2.2 A.2.3 A.2.4

采光性能分级 功率范围（Wp） 可见光反射比 最大功率（Wp）

0.2≤Tr＜0.3 88～77 ≤0.3

0.3≤Tr＜0.4 77～66 ≤0.16

0.4≤Tr＜0.5 66～55 - -

0.5≤Tr＜0.6 55～44 - -

Tr≥0.6 / - -



（龙焱）

（中建材）

（上迈）

A.3热工性能

构件型号 COM-HGNT001A002-100W 电池类别 薄膜 技术类别 CdTe

A.2.1 A.2.2 A.2.3 A.2.4

采光性能分级 功率范围（Wp） 可见光反射比 最大功率（Wp）

0.2≤Tr＜0.3 140～160 ≤0.3 ≥105

0.3≤Tr＜0.4 120～140 ≤0.16 ≥120

0.4≤Tr＜0.5 100～120 - -

0.5≤Tr＜0.6 80～100 - -

Tr≥0.6 ≤80 - -

构件型号 SMC-4X07 电池类别 单晶 技术类别 PERC

A.2.1 A.2.2 A.2.3 A.2.4

采光性能分级 功率范围（Wp） 可见光反射比 最大功率（Wp）

0.2≤Tr＜0.3 - ≤0.3 -

0.3≤Tr＜0.4 - ≤0.16 ≥140

0.4≤Tr＜0.5 - - -

0.5≤Tr＜0.6 - - -

Tr≥0.6 - - -

构件型号 LAM3-T0 电池类别 薄膜 功率温度系数 -0.214

A.3.1 A.3.2 A.3.3 A.3.4

中空层温度

（℃）

实际功率

（Wp）
遮阳系数分级 功率范围（Wp）

25 250 0.9≥SC＞0.8 -

35 244 0.8≥SC＞0.7 25～30

45 239 0.7≥SC＞0.6 50～90

55 233 0.6≥SC＞0.5 100～150

65 228 0.5≥SC＞0.4 150～210

75 223 0.4≥SC＞0.3 200～270

85 217 0.3≥SC＞0.2 250～300

SC≤0.2 -



（瑞科）

备注：以上功率数据为理论推算数据，非实测数据。

（中建材）

A.

4

美

观

要

求

构件型号
中山瑞科-

中空产品
电池类别 薄膜 功率温度系数 -0.28

A.3.1 A.3.2 A.3.3 A.3.4

中空层温度

（℃）

实际功率

（Wp）
遮阳系数分级 功率范围（Wp）

25 103.0 0.9≥SC＞0.8 /

35 100.1 0.8≥SC＞0.7 /

45 97.2 0.7≥SC＞0.6 /

55 94.3 0.6≥SC＞0.5 41～52

65 91.5 0.5≥SC＞0.4 52～62

75 88.6 0.4≥SC＞0.3 62～72

85 85.7 0.3≥SC＞0.2 72～82

SC≤0.2 82～103

构件型号 COM-HGNT001A002-100W 电池类别 薄膜 功率温度系数 -0.34

A.3.1 A.3.2 A.3.3 A.3.4

中空层温度

（℃）
实际功率（Wp） 遮阳系数分级 功率范围（Wp）

25 120 0.9≥SC＞0.8 40～60

35 116 0.8≥SC＞0.7 60～80

45 112 0.7≥SC＞0.6 80～100

55 108 0.6≥SC＞0.5 100～120

65 104 0.5≥SC＞0.4 120～140

75 99 0.4≥SC＞0.3 140～160

85 95 0.3≥SC＞0.2 160～180

SC≤0.2 ≥180



（龙焱）

（瑞科）

（中建材）

构件型号 LAM3-T0 电池类别 薄膜 技术类别 CdTe

A.4.1 A.4.2

颜色 最大功率（Wp）

白色 225～270

灰色 225～270

蓝灰色 225～270

蓝色 225～270

绿色 225～270

红色 225～270

橙色 225～270

构件型号
中山瑞科-三玻

产品
电池类别 薄膜 技术类别 CdTe

A.4.1 A.4.2

颜色 最大功率（Wp）

蓝色 72～90

灰色 72～90

绿色 72～90

橙色 72～90

红色 72～90

构件型号 COM-TGB 003 电池类别 薄膜 技术类别 CdTe

A.4.1 A.4.2

颜色 最大功率（Wp）

绿色 220

蓝色 215

紫色 210

红色 200

金色 190

银色 180

橙色 160



（纤纳）

构件型号 电池类别 薄膜 技术类别 钙钛矿

A.4.1 A.4.2

颜色 最大功率（Wp）

蓝色 150～170

灰色 140～160

绿色 -

橙色 150～170

红色 -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光伏幕墙布线基本类型图

B.1金属线槽布线

B.1.1金属线槽沿立柱或横梁外侧设置

B.1.2金属线槽置于点支承幕墙板缝之间

点式全玻幕墙，侧边接线盒专用型材空腔走线

B.1.3金属槽盒节点图

B.2支承腔体布线

B.2.1明框幕墙（侧边接线盒）



扣 座 CDD Z- 02 0

装 饰 盖 CDD Z- 01 9

明框幕墙，侧边接线盒立柱、横梁型材空腔走线
(背端接线盒同隐框幕墙走线方式）

B.2.2隐框幕墙（侧边、背端接线盒）

隐框玻璃幕墙，侧边接线盒附框型材型材空腔走线

隐框玻璃幕墙，背端接线盒立柱或横梁型材空腔走线

B.2.3单元式幕墙



AC
总
线

微型逆变器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光伏幕墙电气安全性技术措施

C.1特低电压技术措施

昱能

电路简图

各层光伏幕墙

各层电气房

APsystems

强电井

微型逆变器#1~#2

DC 线 缆

zigbee

ECU-R

APsystems

微型逆变器#3~#4

zigbee

ECU-R

DC 线 缆

微型逆变器#5~#6
APsystems 配电箱

zigbee 并网

DC 线 缆
ECU-R SPD

工作原理 型号

技术参数

电压范围

（V）

启动电压

（V）

最大输入电压

（V）

最大输入电流

（A）

微型逆变器的每一条直

流输入线路的最大电压

为60V，且每路相互独立。

YC600 16～55 20 60 12×2

QS1200 16～55 20 60 12×4

YC1000-3 16～55 20 60 14.8×4



组串式逆变器

C.2继电保护技术措施

固德威

电路简图

（绝缘阻抗检测）

绝缘阻抗检

故障检测 工作原理

技术参数

绝缘阻抗阈值

（KΩ）

残余电流

（mA）

关断时间

（s）

绝缘阻抗检测

通过检测PV+对地和PV-对地电压，

分别计算出PV+和PV–对地的电

阻，若任意一侧阻值低于阈值，逆

变器便停止工作。

<Umaxpv/30mA - -

漏电流检测 编辑填写 -

30 0.3

60 0.15

150 0.04



组件级关断器

昱能

电路简图

工作原理 核心器件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

（V）

最大输入电流

（A）

关断器通过接收发射器的信号维持

正常工作。当出现故障时，交流断开，

发射器停止工作，关断器关断每一块

组件的连接。

关断器

RSD-S-PLC
8～80 15

发射器

Transmitter-PLC
- -

技术参数

最大输入功率

（W）

输出电压

（V）

输出功率

（W）

电压幅值

（mV）

发射频率

（Khz）

550 8～80 0～550 - -

- - - 15～30 131.25/ 143.75



组件级关断器

龙焱

电路简图

C.3电源浪涌保护器技术措施

昱能

工作原理 技术特点 技术参数

关断器接到信号，将

组件之间的电路断

开，直流电压由组串

级降至组件级。

薄膜组件电压高，

关断器实现降压

升流，关断器与接

线盒集成。

关断前电压

（V）

关断前电流

（A）

关断后电压

（V）

关断后电流

（A）

120 1 40 3



组串式逆变器

电源浪涌保护器

C.4直流电弧检测及关断技术措施

固德威

工作原理 安装部位

技术参数

波形

（µs）

通流容量

（KA）

交/直流电

压（V）

响应时间

（ns）

通过电源浪涌保护器将雷电

流的过电压和过电流控制在

设备正常的工作范围内。

直流汇流箱 8/20 40 1000 25

交流汇流箱 8/20 20 385 25

配电箱 8/20 40 385 25

并网柜 10/350 60～100 400 100

工作原理

技术参数

拉弧电流

（A）

拉弧电压

（V）

平均拉弧功率

（W）

电极距离

（㎜）

断开时间

（s）

如果出现故障，逆变器可

在规定的时间内检测出电

弧发生，报警并断开直流

端的相关电路。

7 43 300 1.6 2

7 71 500 4.8 1.5

14 46 650 3.2 1.2

14 64 900 6.4 0.8



附录D

（资料性附录）

光伏幕墙供电可靠性技术措施

D.1逆变器

D.1.1微型逆变器



D.1.2组串式逆变器

D.2太阳辐射

D.2.1太阳能资源总量及丰富程度等级



注：年水平面太阳总辐射量（GHR）

D.2.2水平面太阳总辐射日总量 单位;MJ/㎡

D.2.3不同地区全年功率最大化的适宜倾斜度

程度 GHR（MJ/㎡） GHR（kWh/㎡） 等级

最丰富 GHR≥6300 GHR≥1750 A

很丰富 5040≤GHR＜6300 1400≤GHR＜1750 B

丰富 3780≤GHR＜5040 1050≤GHR＜1400 C

一般 GHR＜3780 GHR＜1050 D

北纬（°N）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55 4.4 8.7 16.4 24.3 30.2 32.8 30.8 25.2 18.1 11.0 5.7 3.0

50 6.8 11.5 18.7 26.0 31.1 33.3 31.7 26.8 20.2 13.6 8.1 5.6

45 9.4 14.5 21.6 27.4 31.9 33.6 32.1 28.3 22.2 14.4 10.9 8.2

40 12.4 17.2 23.0 28.5 32.4 33.7 33.0 29.0 23.9 18.5 13.6 11.1

35 15.0 19.6 24.8 29.4 32.6 32.6 33.1 30.1 25.4 20.6 16.0 13.7

30 17.5 21.7 26.2 30.0 32.6 33.3 32.9 30.6 26.8 22.6 18.4 16.1

25 19.8 23.6 27.3 30.3 32.2 32.8 32.5 30.7 27.9 24.4 20.6 18.4

20 21.8 25.2 28.3 30.3 31.6 32.0 31.7 30.6 28.7 26.0 22.6 20.7

15 23.7 26.6 29.1 30.1 30.8 30.9 30.8 30.3 29.4 27.2 24.4 22.6

10 25.4 27.8 29.7 29.8 29.7 29.5 29.6 29.8 29.8 28.2 26.0 24.6

5 27.7 28.7 30.1 29.4 28.5 28.0 28.3 29.0 29.9 29.1 27.5 26.4

0 28.4 29.4 30.2 28.7 27.1 26.4 26.8 28.2 29.7 29.7 28.7 28.0



D.3阴影遮挡

D.3.1组串式逆变器阴影扫描技术措施

城市
纬度φ

（/°）

斜面日均辐
2

射量kJ/m )

日辐射量
2

（kJ/m )

独立系统推

荐倾角（/°）

并网系统推

荐倾角（/°）

哈尔滨 45.68 15835 12703 φ+3 φ-3

长春 43.9 17127 13572 φ+1 φ-3

沈阳 41.7 16563 13793 φ+1 φ-8

北京 39.8 18035 15261 φ+4 φ-7

天津 39.1 16722 14356 φ+5 φ-3

呼和浩特 40.78 20075 16574 φ+3 φ-3

太原 37.78 17394 15061 φ+5 φ-6

乌鲁木齐 43.78 16594 14464 φ+12 φ-3

西宁 36.75 19617 16777 φ+1 φ-1

兰州 36.05 15842 14966 φ+8 φ-9

银川 38.48 19615 16553 φ+2 φ-2

西安 34.3 12952 12781 φ+14 φ-5

上海 31.17 13691 12760 φ+3 φ-7

南京 32 14207 13099 φ+5 φ-4

合肥 31.85 13299 12525 φ+9 φ-5

杭州 30.23 12372 11668 φ+3 φ-4

南昌 28.67 13714 13094 φ+2 φ-6

福州 26.08 12451 12001 φ+4 φ-7

济南 36.68 15994 14043 φ+6 φ-2

郑州 34.72 14558 13332 φ+7 φ-3

武汉 30.63 13707 13201 φ+7 φ-6

长沙 28.2 11589 11377 φ+6 φ-6

广州 23.13 12702 12110 φ+0 φ-1

海口 20.03 13510 13835 φ+12 φ-3

南宁 22.82 12734 12515 φ+5 φ-4

成都 30.67 10304 10392 φ+2 φ-8

贵阳 26.58 10235 10327 φ+8 φ-8

昆明 25.02 15333 14194 φ+0 φ-1

拉萨 29.7 24151 21301 φ+0 φ+2



固德威

组串式逆变器的阴影扫描功能



功率优化器

D.3.2优化器技术措施

昱能

工作原理

技术参数

组件最大功率

（Wp）

最大功率点跟踪

范围（VCD）

工作电压范围

（VCD）

该产品采用组件级独立的

MPPT功能，可使光伏系统发

电量提高5%-25%，适用于新

建电站及既有电站的改造；

功率优化器系统可通过智能

网络对每块组件进行实时监

控。

375×2 16～40 15～50

技术参数

最大输入电流

（A）

最大输出电压

（VDC）

最大输出电流

（A）

12×2 90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