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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的温室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包括:

    L拇室结构设计荷载
    2.温室通风降温设计规范

    3.温室工程术语

    4.连栋温室结构

    S.日光温室结构

    6.湿帘降温装置

    7.温室加热系统设计规范

    8.温室电气布线设计规范

    9.温室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上述标准中，前2项为国家标准，其余为行业标准。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设备研究开发中心、深圳市绿鹏农业设施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河北廊坊九天农业工程有限公司、杨凌秦川节水灌溉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河北省沧州
市利民机械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万学遂 、田立忠 、黄凤刚 、张民强、史泽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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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结构设计荷载 GB/T 18622-2002

Greenhouse structure design load

范 围

本标准规定温室结构和构件的设计荷载、定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制造、安装、验收建在地面上的大型保护地种植养殖农业建筑设施(温室)。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J 9-1987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永久荷载(恒荷载)dead load
    永久荷载是在结构使用期间，其值不随时间变化，或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的荷载。温

室结构永久荷载主要指永久性结构自重，包括墙体、骨架、透光覆盖材料及所有固定设备的重量。任何作

用于结构上超过30天的荷载视为永久荷载。

3.2 可变荷载 variable load

    可变荷载是在结构使用期间，其值随时间变化，且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不可忽略的荷载。温室可变

荷载包括屋面均布活载，施工检修集中荷载，风荷载和雪荷载等。

3-3 偶然荷载 accidental load

    偶然荷载是在结构使用期间不一定出现，一旦出现，其值很大且持续时间较短的荷载，例如爆炸力、

地震力和撞击力等。

设计要 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安全性

    温室(含塑料大棚，下同)结构及其所有构件的设计必须能安全承受包括恒载在内的可能的全部荷

载组合，任何构件危险断面的设计应力不得超过温室结构材料的许用应力。温室结构及其构件必须有足

够的刚度，以抵抗纵、横方向的挠曲、振动和变形。

4门.2 耐久性

    温室的金属结构零部件要采取必要的防腐及防锈措施，覆盖材料要有足够的使用寿命。

4.，.3 稳定性

    温室结构及其构件必须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在允许荷载作用下不得发生失稳现象。

4.2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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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门 总体结构的完整性

    温室必须具有总体完整性。因外力作用局部损坏时，温室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应能保持稳定，不致于

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4.2.2 温室结构的经济性

    温室结构设计，允许忽略某些出现频率很低的灾害性荷载。例如，非地震高发区的地震力，非台风高

发区的台风荷载，大多数地区的龙卷风等，这样可使温室制造成本大幅度降低。

4.3 荷载效应组合

    温室结构通常采用框架结构，其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应按公式(1)确定。

s=Y,.CGGk+lp乙YQ,CQiQik ·‘·“··.··.··············⋯ ⋯ (1)

式中:s— 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kN/mi e

    凡—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取 1.2，有利时取1.0.

    肠— 第I项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一般情况下取1.4.

    Gk— 永久荷载的标准值，对结构自重，可按结构构件的设计尺寸与材料单位体积的自重计算确

          定;对常用材料的构件，其自重参照表1值采用，kN/mi,

    Qik— 第i项可变荷载的标准值，kN/mi,

    C.— 永久荷载的荷载效应系数，荷载效应系数为结构或构件中的效应(如内力、应力等)与产生

            该效应的荷载的比值，可按结构力学方法确定。

    CQ— 第i项可变荷载的荷载效应系数，按结构力学方法确定。

    lp— 可变荷载的组合系数。对于框架结构，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变荷载参与组合且其中包

            括风荷载时，荷载组合系数值取0.85;在其他情况下，荷载组合系数取1.0.

    荷载分项系数与荷载代表值的乘积称为荷载设计值。

5 永久荷载(恒荷载)

5.1 温室结构重量

    在确定设计永久荷载时，应使用主要建筑物的实际重量;在缺少实际数据时，可以从表1常用建筑

材料比重、单位面积质量(板材和膜)等和尺寸进行计算。结构重量一般为垂直分布荷载。

5.2 固定设备重量

    设计永久荷载应计人所有受温室结构支撑的固定设备的重量，包括加热设备、通风降温设备、电器

与照明设备、灌溉与除湿设备、遮阳与保温幕帘设备等。这些设备的重量，一般可视为集中的垂直荷载，

作用于设备的重心。

5.3 其他

    任何长期受结构支撑的荷载，如吊篮、种植器、高架喷灌设备和一切悬挂在温室结构上，连续超过

30天的重物，均计人永久荷载。

6 屋面均布活载和集中活载

    在温室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临时荷载称为活载。活载不包括风荷载、雪荷载和永久荷载。温室外部

活载包括在屋面上工作的维修人员和放置的临时设备(如维修梯子等);内部活载指结构上的临时悬挂

物。连续作用超过30天的荷载视作永久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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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常用建筑材料的质量

材 料 名 称 规 格 单 位 质 里 单 位

钢 7.85 t/m3

铝 2.7 t/m'

铝合金 2. 8 t/m'

干 细砂 1.4 t /m'

干粗砂 1. 7 t/m'

卵石 1. 6--1. 8 t /m'

碎石 1.4-1.5 t/m'

普通砖 240X 115X 53 1.8 t /m'

机砖 240X115X 53 1. 9 t/m'

焦渣空心砖 290 X 290 X 140 1.0 t/m，

水泥空心砖 290 X 290 X 140 0.98 t/m'

水泥空心砖 300 X 250 X 110 1. 03 t/m'

水泥空心砖 300欠250X160 0.96 t才m'

灰 土 灰土比=3:7,夯实 1. 75 t/m'

素混凝 土 2. 2-2.4 t/m'

钢筋混凝土 2.4-2. 5 t/m'

普通玻璃 2.56 t/m'

钢化玻璃 2.6 t/m'

玻璃 3 mm厚 7.8 kg/m'

玻璃 6 mm厚 15.6 kg/m'

聚乙烯 膜 0. 2 m-厚 0. 2 kg/m'

聚碳酸醋板 PC板 6 mm中空 1.27 kg/m'

聚碳酸醋板 PC板 8 mm 中空 1.47 kg/m'

聚碳酸酷板 PC板 10 mm中空 1.67 kg/m'

木框玻璃窗 20--30 kg/m'

钢框玻璃窗 40--45 kg/m'

木 门 10--20 kg/m'

石棉板瓦 18 kg/m'

波形石棉 瓦 20 kg/m'

6.1 屋面均布活载

    对于面积为A的温室单元(A=跨距X开间，m') >屋面均布活载按公式(2)计算:

                                        L= 0.96 X R, X R, ························⋯⋯(2)

式中:L 屋面均布活载，kN /m'.

      R,- 温室单元屋面水平投影面积折减系数，见表2,

      R— 屋 面坡度折 减系数，见表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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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平投影面积折减 系数 R,

水平投影面积A,m' R,

镇 20 1.0

20̂ -60 1. 2- 0. OIA

>60 0.6

表3 屋面坡度折减系数R2

屋面坡度F0 R}

蕊1/3 1.0

113- 1 1. 2-0.6F

>1 0.6

1)对于双坡屋面，F=(H-h)/(0.5XB)

  式中 H- 屋脊高度，m;

          h- 屋愉高度，即肩高,m;

          B- 温室跨度，M.

  对于拱形屋面，F=4(月一h)/(3XB)

    设计屋面均布活载的计算结果应在0. 5-0.7 kN/m，之间取值。此值与第8章计算的雪荷载进行

比较，取其中较大值。二者不重复计算。

6.2 集中活载

    所有温室骨架构件，如擦条、椽条、朽架上弦杆、拱杆，应能安全承受不少于。.45 kN的作用于构件

中部的垂直向下的集中活载。析架下弦杆、横梁的任意节点，也应能承受不少于。.45 kN的垂直向下集

中活载 。

6.3 活载限制

    温室制造者应将设计活载向温室拥有者说明，温室拥有者应设法在使用过程中，避免将超过设计活

载的重物(包括维修安装人员)作用到骨架或支撑构件上。

7 风荷载

了.1 基本风压和风荷载标准值

7.1.1 垂直作用在温室结构表面的风荷载标准值wk(kN/m')应按公式((3)计算:

                                        二‘=Q=k,f<.wa ··············，·········⋯⋯(3)

式中:w,,— 风荷载标准值，kN/m' e

      R= 高度z处的风振系数，温室一般为非高层建筑，取值1.0.

      K— 风荷载体型系数，参见7. 3 e

      产:—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参见7.2.

      二。— 基本风压，kN/m',

7.1.2 基本风压wo

    基本风压以当地比较空旷平坦地面上，离地10 m高，统计所得的30年一遇 10 min平均最大风速

vv (m /s)为标准，按wo=vo/1 600确定风压值。

    基本风压应按GBJ 9的“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的规定采用。

    当城市或建设地点的基本风压在全国基本风压分布图上没有给出时，按下列方法确定:

    — 当地有10年以上的年最大风速资料时，可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确定。



GB/T 18622-2002

    — 当地的年最大风速资料不足10年时，可通过与有长期资料或有规定基本风压的附近地区进行

对比分析后确定。

    — 当地没有风速资料时，可通过对气象和地形条件的分析，并参照GBJ 9的“全国基本风压分布

图”上的等值线用插人法确定。

7.1.3 山区的基本风压应通过实际调查和对比观测，经分析后确定。在一般情况下，可按相邻地区的基

本风压乘以下列调整系数采用:

    山间盆地、谷地等闭塞地形 。. 75̂-0.85

    与大风方向一致的谷口、山口 1.2-1.5

了.2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k.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P.，应根据地面粗糙度类别按表4确定。

    地面粗糙度可分为A,B,C三类:

    A类指近海海面、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地区;

    B类指田野、乡村、丛林、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中、小城镇和大城市郊区;

    C类指有密集建筑群的大城市市区。

                                  表 4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U.

地 面粗糙度类别 离地面高度/m 产.

A

5 1.17

10 1.38

15 1.52

20 1.63

B

5 0.80

10 1.00

15 1.14

20 1.25

C

5 0.54

10 0.71

15 0.84

20 0. 94

注 1.对于节能型 日光温室，一般高度在 3m左右。k:推荐取值 。.60左右;对于大型温室，高度多在 4. 5--

      6.5 m ,p:推荐取值。.8左右.

    2.对于特大型和特殊温室可参考本表所列肠值，其中间数值可按插人法计算

了.3 风荷载体型系数X

    温室的风荷载体型系数与其体型、尺寸、风向有关。本节中“~”表示风向，产。值符号为正表示压力，

负表示吸力。

7.3.1 封闭式落地双坡屋面温室风荷载体型系数产:，见图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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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广 os

                                              坡度角a 阵

                                                                    0      0

                                                          300 +0-2

                                                  )600           +0. 8

                                                    图 1

    迎风面k，的中间值按插人法计算，背风面的k，值取为一0.5.

7.3.2 封闭式双坡屋面温 室风荷载体型系数 a，见图 2.

                                              坡度角a 拜

                                                镇150 一0. 60

                                                                300          0

                                                  )6。。 + 0.B

                                                  图 2

    迎风面k。的中间值按插人法计算，背风面的14值取为一。.5。山墙产=一。.70

7.3.3 封闭式拱形屋面温室风荷载体型系数11.，见图3.

    风荷载体型系数产，见表5.

                                                                中间半拱

图 3

设屋 面高跨 比为 r，则

= (H 一 h)lB

式中:H— 屋面距地面最大高度;

h— 屋檐(或侧墙)高度;
B 温室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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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封闭式拱形屋面温室风荷载体型系数巧

屋面型式 高跨 比r 迎风面 1/4拱 中间半拱片 背风面1/4拱 吕

竖墙支撑拱屋面

      (h> 0)

0.1

0.2

0. 5

一0.8

  0

+0.6
一0.8 一 0.5

落地拱面

  (h=0)

0.1

0.2

0. 3

十0.1

+0.2

+ 0. 6

注:迎风面1/4拱风荷载体型系数中间值按插人法计算.

7.4 最小设计风荷载

    温室抗风主体结构的设计风荷载(风荷载标准值)不得小于。.25 kN/m'。如果按7.1.1公式计算出

来的风荷载标准值结果不足。.25 kN/m'，垂直于受力表面的总的设计压力取为0. 25 kN/m',

雪荷载

8.1 基本雪压和雪荷载

8.1.， 作用在温室屋面水平投影面上的平衡雪荷载标准值S‘应按公式(4)计算。

                                            Sk= /,,So ·······················⋯⋯(4)

式中:Sk— 屋面平衡雪荷载标准值，kN /m' ;

    Sa— 基本雪压，kN/m';
      k.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

8.1.2 基本雪压S。以一般空旷平坦地面上统计得出的30年一遇最大积雪量的自重确定。

    基本雪压应按GBJ 9的“全国基本雪压分布图”的规定采用。

    在有雪地区，当城市或建设地点的基本雪压值在“全国基本雪压分布图”上没有给出时，其基本雪压

值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 当地有10年以上的年最大雪压资料时，可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确定。

    — 当地的年最大雪压资料不足10年时，可通过与有长期资料或有规定基本雪压的附近地区进行

对比分析确定。

    — 当地没有雪压资料时，可通过对气象和地形条件的分析，并参照GBJ 9的“全国基本雪压分布

图”上的等压线用插人法确定。

8.2 屋面积雪分布系数p,

8-2-1 坡屋面

    单坡面、双坡面均视为均布雪荷载，p，为常数，与屋面坡度角有关，见表s,
                                表 6 坡屋面积雪分布系数踌

坡 度角 a < 25, >500

    单跨双坡屋面坡度角在200̂-300之间时，可考虑为不均匀分布情况，迎风屋面p,=0. 75，背风屋面

产r= 1.25。

8.2.2 单跨拱形屋面

    屋面雪荷载，视作均布荷载，p,为常数，与屋面高跨比r有关。

                                        r=(H一h)/B

式中:H— 屋面离地面最大高度;

      h— 屋檐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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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跨度 ;

      片— 积雪分布系数。坡度角>500处，p<=0;坡度角<50。屋面，视为均匀分布情况，/p.=1/8,。但

            p.的取值应在。4-1.。之间。

8.2. 3 双坡多跨屋面

    当屋面坡度角簇25。时，视作均布雪荷载，p"=1. 0,

    当屋面坡度角>25。时，两跨之间的半跨(天沟两侧各 1/4跨)视为均布雪荷载，p,=1.4;其余部分

p，值按8.2.1采用，视为均匀分布情况。

8.2.4 拱 形多跨屋面

    当屋面高跨比镇0.1时，视作均布雪荷载，p,=1.0,

    当屋面高跨比>0.1时，两跨之间的半跨，视为均布雪荷载，p,=1. 4;其余部分p1值按8.2. 2采用。

9 地， 力

    地震对建筑物的破坏，通常表现为水平方向的作用力。见公式((5),

                                          E=尸二 Gk ························⋯⋯(5)

式中:E^ 她震荷载，kN/m',

      Gk— 永久荷载标准值，kN /m' ,

    产.— 水平震度，设计温室时，通常可取p.=0.2e

    地震力属于偶然荷载。由于温室结构高度一般不超过6 m，塑料板材和薄膜覆盖温室结构重量较

轻，设计时可不考虑地震力的影响。但在地震多发地区，修建永久性高大钢架玻璃温室时，应该考虑地震

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