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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结构与性能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的结构与性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骨架为钢结构的单栋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的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和验收，其

他温 室和大棚 可参 考使用 。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品热镀锌层技术要求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NY/T 7 农用塑料棚装配式钢管骨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日光温室 sunlight greenhouse

    以太阳能为主要能源，特殊情况可适当补充能量，南(前)面为采(透)光屋面，东、西、北(后)三面为

保温围护墙体，并有保温后屋面和活动保温被的单坡面塑料薄膜温室。以下若不特别指明，日光温室

简称为 温室 。

3.2

    塑料大棚 plastic tunnel
    完全用塑料薄膜作为覆盖材料的大型拱棚。以下若不特别指明，塑料大棚简称大棚。

3.3

    前屋面角 front roof angle
    温室横剖面上采光屋面弧形曲线上某点切线与地平面的夹角，用a表示，见图1,

3.4

    后屋面仰角 angle of elevation of rear slope
    温室后屋面内表面与地平面之间的夹角，用aR表示，见图la

3.5

    温室跨度 sunlight greenhouse span

    温室后墙内侧至前墙基础的上表面与骨架外侧相交处的水平距离，参见图C. 2 e

3.6

    温室长度 greenhouse length
    温室沿屋脊方向的长度，以日光温室东、西山墙内侧之间的距离来表示，参见图C. 10

3.7

    作业最低商度 operating lowest heigh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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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内距前墙基础的上表面与前屋面骨架内侧交点连线0.5 m处，骨架最低点至室内地面的高

度，参见图C.2。

3.8

    脊高 ridge height

    温室屋脊至地面设计标高的高度。

3.9

    温室方位角 greenhouse azimuth

    温室屋脊线相对温室建设地点子午线走向的夹角。

4 一般要求

4.1 日光温室结构应符合利用太阳能和节能的要求，兼顾使用功能、可靠性和经济性。冬季月平均日

照时数小于100 h，或室外最低温度高于一5℃的地区，不宜建造日光温室。

4.2 日光温室应按一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纸和技术文件施工与安装，工程质量参照国家建筑工程标准

中的相应和相关要求与规定进行检验评定验收。

4.3 日光温室和塑料大棚中采用的建筑(承载、透光、保温等)材料、构件制品及配套机电设备等工业产

品质量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要求。

4.4 温室结构承受的荷载包括恒载和活载。温室结构的设计荷载，可参照GB 50009的有关规定，进

行相应修正加以确定。

4.5 应果 用裸 M无滴长寿朔料菠障 .厚度 0. 08 mm 以 卜，沛 用寿命 1年 以 卜_

型 号编 制规则

5，1 日光温 室

RGWS 口 一X. X -X.   X

丁毛一 -日光温室雪荷载等级，单位为千牛每平方米(kN/m')
  一 日光温室风荷载等级，单位为千牛每平方米((kN/m2)

— 日光温室跨度，单位为米(m)

— 温室骨架结构形式(装配式Z,焊接式 H)

— 日光温室代号

5.2 塑料大绷

  SP 口一口一口

匕一塑料大棚高度，单位为米(m)
— 塑料大棚跨度，单位为米(m)

塑料大棚特征代号(全拱型G、带肩型J)

塑料大棚代号

6 温室结构

6. 1 温室规格

    温室规格如表 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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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温 室规格 单位为米

跨度 B
脊 高 H

2. 6 2.8 3.0 3.2 3.5 3.8

6.0 任 赞

6. 5 赞 赞

7.0 公 朴

8.0 开

9. 0

10.0 赞 井

注1;，表示推荐选用的规格参数。

注2:特殊气象条件的地区或特殊用途的温室，其规格可以不受此限

6.2 温室结构尺寸与建筑方位

6.2.1 长度

    温室的长度方向尺寸宜为50 m-60 m,

6.22 后屋面投影宽度与跨度之比

    在0. 17̂-0.25范围内，按大跨度选小值，小跨度选大值，温暖地区选小值，寒冷地区选大值的原则

选取 。

6.2.3 温室后屋面仰角

    温室后屋面仰角宜为250-4氏

6.2.4 作业最低商度

    温室作业最低高度不宜小于。8 m,

6.2.5 沮室方位

    坐北朝南，东西延长，偏东或偏西不宜超过1000

6.2.6 温室前屋面角

    前屋面底脚处屋面角宜为600-70'，距前屋面底脚水平距离1 m处屋面角宜为40'左右，距前屋面底

脚水平距离2m处屋面角宜为25左右。见图10

人点切往

          切线

前屋面底角/. 必 =so0-7o0

                                        lm         2m

                                    图1 温室横剖面示愈图

6.2.7 温室间距

    在冬至日，前后两排温室之间的距离应保证后排温室有6h以上的光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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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温 室基础

6.3.1 基础埋置深度

    应符合GB 50007的有关规定。

6.3.2 基础的要求

    前墙基础应有防寒沟或保温板，防寒沟或保温板的设置应根据当地气候情况而定。在外侧建造防

寒沟，防寒沟深度一般应大于冻土层厚度，宽度一般为24 cm。在内侧埋置保温板，聚苯保温板厚度一

般为3 cm-5 cm。其余墙体基础应符合GB 50007的有关规定。

6.4 温室墙体

    温室的墙体应满足承重和保温的要求。对异质复合墙体应按承重层、保温层、保护层由内向外

构造。

6.5 温 室骨架

6.5.1 骨架强度

    温室骨架的结构强度应保证承载要求。各地区风压、雪压载荷应符合GB 50009的规定要求

6.5.2 骨架的稳定性

    温室骨架应保证其稳定性。前屋面应设纵向拉杆，纵向拉杆应设置于拱架下弦杆上，并保证处于张

紧状态，纵向拉杆数量不少于3道。

6.5.3 骨架的构造

    骨架的间距一般1 m,焊接式骨架一般均为双拱式结构，在设计强度能达到当地气候要求的前提

下，为节省材料，可以采用一双一单、两双一单或多双一单等多种双单交替排列的结构形式，但应保证两

端为双拱结构。双拱拱架上弦和下弦之间的最大距离宜为20 cm-25 cm,焊接双拱拱架的腹杆应呈三

角形排列，腹杆与弦杆的夹角应保持锐角，弦杆的节间距不宜大于40 cm

    为了便于作业机具的进出，可以在适当的位置，将一根骨架的前拱制成可拆卸的。

6. 5. 4 骨架涂层要求

6. 5. 4. 1 骨架材料热镀锌钢管的涂层应符合GB/T 13912的要求。

6.5.4.2 钢管壁厚大于2 mm时，可采用外壁表面涂防锈漆的处理方法。涂漆前应除油、除锈，并应有

完整的涂漆层，不得漏涂。

6.5.4.3 钢管壁厚在2 mm及其以下的，均需进行内外壁热镀锌。镀锌前、后的钢管不得有裂缝、烧伤

及其他影响强度的缺陷。

6.6 温室门斗

    温室门外应设缓冲门斗(兼工作间)，参见图C. 1，门斗开门方向应有利于保温，门斗宜设在温室一

侧山墙外。

6.7 温室外保温被卷铺装置

    设有外保温覆盖物(保温被)机械卷铺装置的，其工作应灵活、可靠，保温被卷起单程时间不应大于

m in .

7 温 室性能

7，1 温室采光性能

7.1.1 冬季晴天中午前后2h内，温室的平均透光率应大于65%.

7. 1.2 冬季晴天一日内，室内辐照度日总量均匀度应大于80%0

7.2 温室保温性能

    围护墙体在满足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其热阻值应符合表2的低限热阻。墙体中专设保温层的，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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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均匀、严密，提倡使用环保型材料。

                                表 2 日光温室围护结构低限热阻

室外设计温度/℃
热阻值八耐 ·k/W)

后墙、山墙 后屋面

一 5 1.1 1. 4

一 12 1.4 2. 5

一21 1.8 3.0

一26 2.1 4. 0

一32 2. 8 6.0

注:室外设计温度低于一15℃时要加热，这种情况可不受表 3所限

7.3 温室的气温与地温

7.3.1 冬季室外最低温度在一15℃以上，晴天室内不加温条件下，室内平均气温在15 0C以上，夜间平

均气温不低于8'C，不应有6℃以下的温度出现。室外最低温度低于一15℃时，根据低温持续的时间和

实际情况，允许进行辅助加温。辅助加热量应满足保持室内最低气温不低于700C >室内平均气温在

15℃以上持续时间不应少于4h的要求。

7.3.2 冬季晴天，室内气温最低温度偏离度应小于30%e

7.3.3 冬季晴天无室内加温条件下，一日内地下深0. 1 m层的平均地温不应低于100C,

7.3.4 冬季，室内各深度层的地温偏离度应小于20 %

7.4 温室性能试验方法

    见 附录 A

大棚结构

8.1 大棚规格

    大棚的跨度和高度构成大棚的规格，大棚的跨度宜在6m-14m之间，高度宜在2.

间。大棚的规格如表3所示。

                                            表 3 大棚规格

m-3.5 m之

单位为米

跨 度
高 度

2. 3 2. 5 2.6 2.8 3.0 3. 2 3. 5

6

8

9

10 关

11

12

14

注 1*表示推荐选用的规格参数。

注 2特殊气象条件的地区或特殊用途的大棚，其规格可以不受此限

8.2 大棚长度

    大棚的长度范围可在20 m-80 m之间选择，其中以30 m-60 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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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大棚肩高

    大棚两侧肩高以1. 2 m-1. 5 m为宜。

8.4 大棚立柱、拱架的固定要求

    对跨度超过8m的大棚，立柱或拱架埋深应不小于40 cm，同时在立柱或拱架的基部应铺垫砖层或

其他建材。在季节性风、雪载荷比较大的地区建设的大棚，应浇铸混凝土基础，混凝土基础的深度应不

小于40 cm，横向尺寸不小于10 cm。立柱、拱架与土壤直接接触的部分应采用薄塑料管在现场热套装

密封或其他防锈措施，以降低锈蚀速度。

8.5 大棚压膜线的固定基础

    压膜线的固定基础可采用混凝土基础(地锚)或其他固定形式。采用混凝土基础时，预埋深度应不

小于30 cm,横向尺寸不小于8 cm,

8.6 大棚骨架技术要求

8.6. 1 大棚骨架的管径应按以下数值选用(19 mm),20 mm,22 mm,25 mm,32 mm,42 mm,51 mm,

8.6.2 所有零件应按设计图样规定的尺寸、材料和技术要求制造。

8.6.3 用钢管制造的零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8.6.3. 1 钢管壁厚在2 mm及其以下的，均需进行内外壁热镀锌。镀锌前、后的钢管不得有裂缝、烧伤

及其他影响强度的缺陷。

8.6.3.2 钢管壁厚大于2 mm时，允许采用外壁表面涂防锈漆的处理方法。涂漆前应除油、除锈，并应

有完整的涂漆层，不得漏涂。

8.6.3.3 钢管骨架具体质量要求及试验方法可参照NY/T 7中相关内容进行.

9 大棚性能

9.1 大棚采光性能

9.1.1 早春或晚秋季节，晴天中午前后2h内，大棚的平均透光率应大于70%.

9.1.2 早春或晚秋季节，晴天一日内，棚内辐照度日总量均匀度应大于80%,

9.2 大棚性能试验方法

    见附 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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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日光温室性能试验 方法

A.1 测试条件

A.1.1 对相同结构型式和规格尺寸的日光温室群，在群体中间地带任选一栋进行性能试验。

A. 1.2 光、热性能联合测试或只进行热工性能测试时，选择12月、1月份的晴天。室内有作物，采用滴

灌的，测试当日及前2天停灌;采用漫灌的，测试前5日内停灌。为了便于测试，对气温较低的地区，可

以选择室外最低气温小于一15℃的时间不少于2h的晴天进行测试。

A. 1. 3 采光性能单独测试时，选择冬至日前后5天内进行，测试的温室宜选择未种植作物或作物株高

在0. 50 m以下的温室进行测试。为了便于测试，对气温较低的地区，可以选择室外最低气温小于

一15℃的时间不少于2卜的晴天进行测试。

A. 2 几何今数测量

A. 2. 1 温室结构基本几何参数测量

    测量项目包括跨度、长度、建筑面积、使用面积、门斗使用面积、温室方位角、拱架数量、拱架间距、拉

杆数量、脊高、作业最低高度、后屋面宽度、后屋面水平投影宽度、后屋面仰角、后墙高度等参数。用钢板

尺、钢卷尺和三角尺等测量。每个测量尺寸(温室长度除外)在不同部位测量不应少于5次，一般按温室

长度的每五分之一处选为重复测量点，测后取算术平均值。日光温室几何尺寸的定义参见附录C.

A. 2.2 温室建筑方位角的测量

    以当地子午线为准，用罗盘仪测量，注意仪器磁偏角的修正。

A. 3 温室采光性能测试

A. 3. 1 测点布置

    室内光照测点布置9个，平面位置见图A. 1。其中1,2,3和7,8,9两组测点与两侧山墙的距离为

10 m,4,5,6三个测点的位置在温室长度的中部，测点1,4,7和3,6,9分别距前沿和后墙lm，南北向行

内各测点间距相等。测点距地面高度均为1 m。如果在测试时发现有测点位置长时间处于阴影下，可

将该点在直径。. 5 m的范围内作适当调整。

    室外设1个光照测点，布置在高度 1 m，周围无遮挡物的空地。

    进行简要测试时，只取温室东西走向中部的3个测点即4,5,6三个测点，但要在测试报告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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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测点布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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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2 测量仪铃

    采用光辐照综合测试仪或其他型式的辐射表，量程在1 000 W/m'，示值误差不超过总量程的5%

A. 3.3 测量时间

    光照测量在当地真太阳时8 : 30-J9 : 00，从温室前屋面保温覆盖物全部卷起开始，直到下午覆盖

上为止，总观测时间不应少于7卜。单台仪器移动测量每小时各测点巡检一次。采用自动仪器测量每

30 min测量一次。室内外测量同时进行

A. 3.4 数据处理

    按式(A. 1)测定时刻温室的平均透光率(TO:

                                                            E
                                        r,== X100%····，，，，···，··········，，··“·，··⋯ (A. 1)

                                                  E。‘’--一

式 中:

E.- 测定时刻室内各测点辐照度的平均值，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m');

瓦。— 测定时刻室外测点辐照度，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m2).

按式(A. 2 )计算室内辐照度日总量均匀度(句:
      E、;。_ ，__。/ 、 。、

Y'片 全一 入 1VV7。 ’，‘“ ⋯ ，“ ”..⋯ ‘二 ’ 、八 4乙产
        七2

式 中:

Ez_.— 室内测点中最小的辐照度日总量，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m') ;

  Ez.一室内测点辐照度日总量平均值，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W/m2).

A.4 温室气温及湿度测试

A. 4. 1 测点布置

    室内温度测点平面位置按图 A. 1布置，在各平面点垂直方向上设 3个点，分别位于地表上方

0.20 m,0.50 m和1. 50 m 3个高度，共布置27个测点。温室前沿1 m处点位上方1. 50 m处高度距离

温室顶塑料膜小于0. 20 m或超出前屋面时，对应的3个测点可适当降低或取消。

    室外设 1个温度测点，布置在光照测点附近，距地面1. 50 m高处。其周围不得有混凝土地面。测

点处要通风，温湿度传感器要遮光。能利用当地气象台站周期气温观测资料的，可不设此测量点。

    进行简要测试时，只取温室东西走向中部的3个平面点位上的8或9个测点，但要在测试报告中

说明。

A. 4.2 测量仪器

    采用热电偶温度计、热敏电阻温度计或水银温度表。室内的量程 00C - 500C，室外的一30℃一

500C，仪器示值误差(士0. 5 0C。

A. 4.3 测量时间

    测量日界为20 : 00时(当地真太阳时)，从20 : 00时开始，人工读数每1h测 1次，自动测量每隔

0. 5 h测一次，测试满24 h.全部测点巡测一次所需时段应等分于测试正点时刻的前后。前屋面保温

覆盖物卷起和盖上的时间与规定测试时间相差超过0. 5 h的，应于覆盖物卷起和盖上前增加一次测量。

A. 4.4 数据处理

    记录各测点各次测量结果，计算出各次测量的室内气温平均值、最低温度偏离度和室内外温差。按

式(A.3)计算出室内最低温度偏离度(户

T�一 TI-

    TA
X 100%                       (A.3)

式中 :

TAmin 室内测点中最低的气温，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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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室内平均气温，单位为摄氏度(℃)。
    统计测试的24 h内室内平均温度15℃以上和8℃以下的持续时间。

A.4.5 湿度测点的测量

    在测量室内气温的中心测点处布置一个空气湿度测点，同步进行湿度测量。

A. 5 温室地温测试

A. 5. 1 测点布置

    室内地温测点平面位置仍按图A.1布置，测点深度分别为地表以下。. 1 m,0. 2 m和。. 4 m(设计

或使用上有要求时)。温室地面为垄沟状的，地表以垄顶表面为准，测温传感器设置在垄内;对高低垄交

错排列的，地表以低垄顶表面为准。地温测试不设室外测点。简要测试只设温室东西走向中部(即4,

5,6三个测点)三个深度的3个测点。

A.5.2 测量仪器

    采用专用地温表或热电偶、热敏电阻传感器的温度计，其量程00C ̂500C，示值误差簇士。.50C,

A5.3 测试时间

    与气温测试同时或是滞后10 min进行。

A. 5.4 数据处理

    记录各测点各次测量数据，计算出各次测量的室内不同深层地温平均值和地温偏离度。

    按式(A. 4 )计算某深层的地温偏离度((Y ):

一
，_Ts -二="X100%

          了，

  式中 :

  Ts— 室内某深层同一测定时刻的平均地温，单位为摄氏度(℃);

T-m— 室内该深层测点中最低的地温，单位为摄氏度(℃)。

  统计测试的24 h内室内不同深层平均地温大于10℃的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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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塑料 大翻性 能试 验方法

B.1 测试条件

B.1.1 性能测试时，应选择早春或晚秋的晴天进行。棚内有作物，采用滴灌的，测试当日及前2日停

灌;采用漫灌的，测试前5日内停灌。

B. 1. 2 采光性能测试时，宜选择未种植作物或作物株高在0. 50 m以下的大棚进行测试。

B2 几何参数测量

    大棚基本几何参数测量项目包括长度、跨度、高度、肩高、高跨比、面积、拱架数量、拱架间距等参数。

方法同A. 2. 1,

B.3 采光性能测试

B. 3. 1 按以下规定进行测点布置:

    棚内光照测点布置9个，平面位置见图B. 1。其中大棚两端的1,2,3和7,8,9两组测点与两端棚

膜的距离为5 m,4,5,6三个测点的位置在棚室长度的中部，大棚两侧的测点1,4,7和3,6,9分别距两

侧1 m,测点距地面高度均为 1 m。如果在测试时发现有测点长时间处于阴影下，可将该点在直径

0. 5 m的范围内作适当调整。

    室外设 1个 光照测 点，布置在高度 1 m，周围无遮挡物 的空地 。

七
︿
钾
日
目
”
.

                                    圈B. 1 测点布置平面图

B. 3.2 测量仪器、测量时间、数据处理可参照温室采光性能测试的相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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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日光温 室几何尺寸 的定义

C. 1 建筑面积(A):温室外墙所围的水平面积(含门斗)，耐，参见图C.1,

C. 2 使用面积(A砂:温室内墙所围的水平面积，mz，参见图C. 1,

C. 3后屋面宽度(BL):温室后墙与后屋面在室内交线至温室后屋面与前屋面在室内交线间的距离，

m，参见图C. 2,

C. 4 后屋面投影宽度(Bp):后屋面宽度在水平面上的投影，m，参见图C. 2 ,

C. 5 后墙高度(Ham):温室后墙和后屋面在室内的交线与地面设计标高的距离，m，参见图C. 2 ,

C. 6 温室脊高(H):温室屋脊至地面设计标高的高度，m，参见图C. 2 ,

口 使用面积

图C. 1 日光温室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示惫图

后姗

基础
0. 5 .

图C. 2 日光温室剖面尺寸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