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地方标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1 年福建省 24个县（区、市）列入整县屋顶光伏开发试点实施以来，分

布式光伏呈现快速增长，2023年底装机超过 830万千瓦，是我省清洁能源转型

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相关标准规范尚未健全，现行光伏设计、

安装、验收、运维等国标、行标主要适用于地面电站及工商业光伏。为统一规范

福建省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标准，充分适应福建省自身特有的地域气候、文

化风貌和房屋结构等特点，确保系统在安装过程能够完全满足设计及安全要求，

全寿命周期内运维及时有效，实现电力系统技术的规范化管理，促进本省光伏产

业的健康发展，根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印发 2024 年第一批福建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闽市监标准〔2024〕

180号），计划制定推荐性福建省地方标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技术规范》。

本标准由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永

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牵头主编，归口单位为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

周期为 12 个月。 

1.2 主要参加单位及其所做的工作  

2024 年 6 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印发 2024 年第一批福建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闽市监标准〔2024〕180 号），随后牵头

单位组织了国内相关单位，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制定时间计划，

对参编单位和参编人员进行了任务分工。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永福绿

能科技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参加本标准编制工作的单位有国网福建省电力

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泉州供电公司、闽都创新实

验室、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华能（福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清洁

能源分公司、广州越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福建电力有限公司、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中南大学、

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奋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爱士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各起草单位的分工情况见表 1。  

表 1 起草单位及承担工作 

序号 起草单位 承担任务 

1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总体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负责把控  

整个编制过程和进度，负责统筹协调  

标准起草、送审、意见汇总修改、报  

批等，牵头试验验证工作 

2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具体章节的起草工作，提供相

关产业信息，从使用和技术角度对标准

内容进行校核、完善 

3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具体章节的起草工作，承担提

供试验验证所需样品和产品信息，并提

供数据支撑 

4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5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泉州供电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6 闽都创新实验室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7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8 华能（福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9 广州越秀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0 国家电投集团福建电力有限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1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2 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3 中南大学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4 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5 奋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6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17 爱士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助完成标准部分内容的编写 

各参编人员的分工情况见表 2。  

表 2 起草人员及分工 



序号 角色 姓名 工作单位 标准编制工作内容 

1 组长 许巧云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 

总体负责标准制定，结合国内外相关研

究和标准化动态，为本标准的技术内容

提供科学依据，汇总整理征求意见，修

改完善标准文本、编制说明 

2 组员 张艳艳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负责、专业关键技术把控 

3 组员 徐国长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 
参与相关实验验证、专业关键技术把控 

4 组员 黄碧霞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 
参与相关实验验证、专业关键技术把控 

5 组员 陈月锦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参与编制说明中编制原则、主要内

容及确定依据等内容的审核 

6 组员 宋启明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 

负责参与编制说明中编制原则、主要内

容及确定依据等内容的审核 

7 组员 陈增华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

有限公司 

负责参与编制说明中编制原则、主要内

容及确定依据等内容的审核 

8 组员 许伟坤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参与编制说明中编制原则、主要内

容及确定依据等内容的审核 

9 组员 赖东璧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 

负责参与编制说明中编制原则、主要内

容及确定依据等内容的审核 

10 组员 陈林坡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参与编制说明中编制原则、主要内

容及确定依据等内容的审核 

11 组员 宋  馗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电气部分章节内容的审核 

12 组员 张  昊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标准支架部分章节内容的审核 

13 组员 周  聪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 负责主要技术指标的试验验证工作 



研究院 

14 组员 张逸兴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 
负责主要技术指标的试验验证工作 

15 组员 陶  智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标准支架部分章节内容的审核 

16 组员 黄志平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标准支架部分章节内容的编写 

17 组员 郑雅成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标准电气部分章节内容的编写 

18 组员 司江浩 
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

限公司 

负责标准电气部分章节内容的编写 

19 组员 黄兴华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负责标准光伏发电系统安装调试章节的

编写 

20 组员 范元亮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负责标准光伏发电系统安装调试章节的

编写 

21 组员 王  林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负责标准光伏发电系统安装调试章节的

编写 

22 组员 何华琴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泉州供电公司 

负责标准站址选择章节的编写 

23 组员 尤  炜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泉州供电公司 

负责标准站址选择章节的编写 

24 组员 陈雅云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

公司泉州供电公司 

负责标准站址选择章节的编写 

25 组员 林  悦 闽都创新实验室 负责标准电气部分章节内容的编写 

26 组员 何晓南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

司福建分公司 
负责标准电气部分章节内容的编写 

27 组员 王东升 

华能（福建）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

公司 

负责标准电气部分章节内容的编写 



28 组员 宁吉安 
广州越秀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基本规定章节内容的审核 

29 组员 邓赞高 
广州越秀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基本规定章节内容的审核 

30 组员 叶少丹 
广州越秀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负责标准基本规定章节内容的编写 

31 组员 林  寿 
国家电投集团福建电

力有限公司 

负责资料审查章节内容的编写 

32 组员 战嵘程 
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资料审查章节内容的编写 

33 组员 卢荣椿 
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负责资料审查章节内容的编写 

34 组员 邹云峰 中南大学 提供风洞、荷载等实验验证 

35 组员 张  阳 
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负责协助完成系统电气安装与检验中光

伏组件相关内容编写工作 

36 组员 黄  奋 
奋安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负责协助完成支架安装相关内容编写工

作 

37 组员 吴小龙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 

负责协助完成系统电气安装与检验中并

网箱相关内容编写工作 

38 组员 张  勇 
爱士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负责协助完成系统电气安装与检验中逆

变器相关内容编写工作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草案阶段  

前期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永

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多次调研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南大

学、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能（福

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

科研院校，并进行沟通协调，为标准制定工作提供设计、生产、安装调试等方面

的经验。 



2023 年 12月 25日，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联合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专门针对该标准立项思路向省发改委新能源处做了专项汇报，得到省

发改委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认同，同意由发改委归口，开展该标准的起草工作。之

后，先后两次前往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针对标准立项归口单位的建议意见以及

具体起草流程节点和工作细节要求向标准化处领导进行请示沟通。 

2024 年 7月，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制定了《户用光伏电站系统安装

现场验证方案》，并于 8月前往省多处户用光伏现场进行验证工作。 

标准编制组依据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5月 1日施行的《福建省标

准化管理办法》和 2023年 4月 21日颁布的《福建省标准化协调推进厅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 2023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闽标联办

[2023]1号）公告。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确定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基本规定、安装要

求（包括站址选择、安装前准备、支架安装要求、系统电气安装、防雷与接地安

装、光伏发电系统安装调试）以及资料审查等内容，形成了标准草案。2024年 8

月 30日，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永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组织标准启动会暨起草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对标准的框架结构、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讨论，对标准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

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实验人员通过一系列现场测试，验证了地标中相关条款的可实施性，但

户用光伏电站作为一个整体系统，需要因地制宜适应不同实际场景的切实情况来

建设，所以在不同电站的整体设计上、具体构造上以及相关附属设施的实际安装

上仍存在一些差异，并且这些差异是无法规避的，建议针对实际安装情况及现场

测试的可实施性，对地标中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2）部分章节中的内容属于电站建设的前期设计环节或相应准备环节，其内

容不应属于相应的检验或验证条款内，建议部分条款内容所属章节应调整； 

3）部分条款所覆盖的情形不足，例如在焊接式支架结构的相关条款要求中，

没有明确三级焊缝应做哪些验证工作。但经现场实地观察及与相关专业人员沟通，

三级焊缝结构在实际中的应用场景是比较普遍的； 



4）部分条款中需要验证的内容在电站结构或周围环境中，是属于“隐蔽工

程”的，在实际现场时较难进行相关验证工作； 

5）电站现场实际条件与标准中相关验证方法存在冲突； 

6）引用规范建议增加：T/CPIA 0011.1-2019 户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 1

部分：现场勘察与安装场地评估；NB/T 10642-2021 光伏发电站支架技术要求； 

7）建议标准 5.3.6.4条支架要求镀层平均厚度参照 NB/T 10642-2021《光

伏发电站支架技术要求》不应小于 65μm； 

8）标准 5.3.6.7 条锌铝镁补充双面锌铝镁镀层厚度及材质要求，实操检测

可测试 5个点，取平均厚度不低于 19.23μm； 

9）建议增加房屋要求：屋顶应满足新增光伏恒载相关承载要求，光伏安装

场地评估等级为一级 ，结构危险点为零，符合 T∕CPIA 0011.1-2019 《户用光

伏并网发电系统 第 1部分：现场勘察与安装场地评估》相关规定。既有建筑的

竣工年限宜控制在 25年内；房屋结构应为框架混凝土、框剪结构、砖混结构等;

安装屋面无漏水、无积水、无开裂，且 5 年内没有翻新或拆迁计划； 

10）建议增加存在如下情况的屋顶禁止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地基基本失去稳

定，基础出现局部或整体坍塌；承重墙有明显歪闪、局部酥碎或倒塌；墙角处和

纵、横墙交接处普遍松动和开裂；梁、柱节点损坏严重；梁、柱普遍开裂或普遍

锈蚀；梁、柱有明显变形和位移;部分柱基座滑移严重，有歪闪和局部倒塌；楼、

屋盖板普遍开裂，且部分严重开裂；楼、屋盖板与墙、梁搭接处有松动和严重裂

缝，部分屋面板塌落；屋架歪闪，部分屋盖塌落；金属屋面严重锈蚀;非承重墙、

女儿墙局部倒塌或严重开裂；经历地震、爆炸、水淹、火灾、泥石流等特大型破

坏后仍在使用但未经鉴定加固的房屋；简易棚、临时性房屋以及其它承载力极低

的由土坯、茅草、芦秆等低强度材料垒砌而成的屋面； 

11）建议补充线缆安装方面的要求以及线缆桥架防腐蚀标准及布置形式； 

12）化学锚栓工艺要求较高，建议慎用化学锚栓； 

13）建议对设备安装注明防水防尘 IP 等级； 

14）标准 5.1.2 条明确户用光伏电站站址周围，具体定义距离； 

15）标准 5.3.1 条建议支架柱脚安装更改为支架基础安装； 

16）标准 5.5.2 条建议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单独接地，不与民宅室内钢筋联接； 



17）明确户用电站是否需要至少两点引下接地； 

18）标准内“最佳倾角”的说法不准确，建议调整为“最优倾角”； 

19）建议电气设备安装高度无法满足的，增加围栏等防护措施； 

20）建议组件与支架的防雷接地连接，除采用穿刺垫片外，增加黄绿铜绞线

连接的方案。 

会后，编制组成员根据意见修订了相关内容，形成了第二稿标准草案。   

2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结构、要素和表述均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的原则编写。  

2.2 主要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户用光伏发电系统的安装，其他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亦可参考

执行。 

本文件规定了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基本规定、安装要求（包括站址选择、安装

前准备、支架安装要求、系统电气安装、防雷与接地安装、光伏发电系统安装调

试）以及资料审查等内容。  

3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  

1）风荷载分析时，和各高校合作，使用专用软件进行风压流场分析后，与

高校合作进行相应风洞实验，对支架体系在台风作用下的流场特性进行论证。 

2）支架体系分析时，均使用 SAP2000 等国际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论证，计算支架受力分析。  

3）支架节点分析，采用仿真分析软件，结合现场实验完成。  

    4）福建永福绿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接近万栋的户用光伏，已有完善的设

计校审安装验收机制、设计验收标准。 

    5）2023年，永福绿能户用光伏板块共获得 27项专利，包括 1项发明专利，

16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全装配式光伏电站

支架系统，是永福绿能 2023年重点研发的专利，此专利产品设计合理，结构新

颖，实用性强，既保证了足够的支撑强度，也兼具排水功能，疏水性好，可靠性



高，维护成本低；采用全螺栓连接，免焊接安装，安装方便快速，对安装人员技

术要求低，安全性高，节约材料，运输方便；可调节立柱本体的柱脚高度，以适

应安装基地不平整或者高低起伏的工况，保证施工质量的同时也提高美观性。同

时通过计算机软件对电站整体结构体系进行仿真测算，科学验证此全装配式电站

结构可以经受住 16 级超强台风的袭击，在 2023年的杜苏芮台风后，公司产品没

有出现一例主体结构性损坏，证明了该专利产品的优质性。 

4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

关数据对比情况  

目前，在国际、国外没有专门针对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安装的相关标准。 

5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是福建省地方推荐性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6 与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  

相关标准协调一致。与其他相关标准无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无重大分歧意见。  

8 涉及专利的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9 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

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征求意见后尽快组织送审稿审查后尽快发布，并在发布之日起，相关

单位开始执行本标准。  

10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户用光伏发电系统安装技术规范》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