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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软件主要功能 

一、软件主要功能 

盈建科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软件主要适用于光伏支架结构类型。构件目前为钢材料。 

程序主要用于整体光伏支架快速模型输入。包括组件数据输入、支架形式设计、基

础构件输入、整体模型输入，可进行三维整体计算的结构分析和构件设计，截面优化设

计、基础计算设计等。钢结构施工图节点设计自动衔接上部结构三维计算结果。 

程序依据现行规范标准的要求，模型输入采用参数化快速建模方式，计算在原有操

作平台及核心算法基础上按空间结构进行内力分析，构件设计提供详细验算过程输出的

计算书，构件的连接节点按照现行标准自动验算，展示精准的三维模型，一键生成光伏

支架施工图，基础接力上部结构自动设计。 

 

 

第二章  软件操作流程 

一、 软件主要操作流程 

1.模型输入 

1、参数化建立模型 

 

参数化建模，包括光伏组件、光伏支架形式、支架数量、支架间距、支架截面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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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檩条布置信息、支撑系统布置信息、 基础形式选择等输入，模型自动生成包括横

向和纵向抗侧力体系结构、并自动保存修改的数据。 

2、 自动导荷 

 

执行自动导荷，风荷载分别按照《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和《光伏发电站设计规

范》两本规范自动计算，活荷载与雪荷载自动包络，荷载作用执行《光伏支架结构设计

规程》要求自动进行荷载效应组合。 

3、 修改钢号 

 

通过材料强度修改光伏支架构件钢号等级。 

2.上部结构计算 

1、 特殊构件 

 

通过特殊柱、特殊梁和特殊支撑查看程序自动默认的构件连接关系，程序按照《光

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所给支架形式已自动设置连接属性。 

2、 计算长度 

光伏支架柱长系数程序执行《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6.2节和附录 C要求自动

计算支架柱长系数，同时可通过交互修改数值指定柱长系数。 



 

5 

 

3、 执行上部结构计算 

 

前处理数据指定完成后，即可进行结构内力计算与构件设计。 

4、 设计结果查看 

构件设计，光伏支架结构构件验算程序依据《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进行强度、

稳定和局部稳定计算，冷弯薄壁型构件依据现行国家规范《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

范》有关规定进行支架柱、支架斜梁、斜撑以及檩条构件设计。构件设计结果输出提供

应力简图和文本结果两种方式，同时提供详细的构件验算计算书，输出构件设计依据规

范计算公式、构件截面特性、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和超限提示。 

通过三维显示查看应力云图，通过计算书菜单查看详细计算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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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础为混凝土块形式时，程序依据《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规范》第 5.3节

要求进行基础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抗拔稳定性验算和抗滑移稳定性验算并提供详细文

本结果输出。 

 

 

 

3.钢结构施工图 

连接节点和施工图，节点设计执行《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等现行规范标准要求

验算节点承载力、连接焊缝和螺栓强度等。施工图程序自动绘制图纸目录、设计总说

明、光伏组件布置图、支架结构布置图、支架横向立面布置图、支架纵向立面布置图、

节点详图等全套施工图纸。支架材料统计程序按照规格、长度、数量、重量、材质等一

键生成汇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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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设计 

桩基基础，程序依据《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8.3节要求进行微型桩承载力验

算包括竖向承载力计算、水平承载力计算和抗拔承载力计算，进行微型桩稳定性验算包

括整体稳定性验算和压屈稳定性验算。 

 

 

5.基础施工图 

基础施工图绘制桩基剖面图和桩基定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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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菜单及操作说明 

一、模型荷载输入 

模型荷载输入模块用于参数化快速建模、荷载自动导荷、组件库管理、交互修改构

件截面尺寸、材料强度指定、工程量统计等功能。 

 

1. 快速建模 

快速建模用于参数化建模，计算参数修改、荷载导荷和荷载显示。 

 

（1）.计算参数 

计算参数，用于恒活信息、雪荷载信息、风荷载信息的填写。 

 

活荷载、雪荷载 

当活载和雪荷载同时存在时，程序会自动默认普通活荷载与雪荷载互斥，在荷载显

示结果中只显示最不利的荷载工况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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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雪压，按照《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4.2节，光伏电站的光伏支

架雪荷载应按 25年重现期确定基本雪压；地基基础设计时，应按 50年重现

期确定基本雪压。 

程序在计算光伏支架主结构时，采用 25年一遇基本雪压数值；在计算光

伏支架基础时，采用 50年一遇基本雪压数值，根据 50年一遇与 25年一遇雪

压比值对基础设计时的雪荷载工况内力放大。 

风荷载 

 

体型系数计算采用，程序可选择《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和《光伏发电站设计规

范》两本规范。《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4.1.3 条的横向风体型系数和第 4.1.4 条的

纵向风荷载规定取值。《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第 6.8.7 条风荷载体型系数 1.3 取值。 

 

基本风压，按照《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4.1.1条，地面光伏支架设

计时，应按 25年重现期确定基本风压；地基基础设计时，应按 50年重现期

确定基本风压。程序在计算光伏支架主结构时，采用 25年一遇基本风压数

值；在计算光伏支架基础时，采用 50年一遇基本风压数值，根据 50年一遇

与 25年一遇风压比值对基础设计时的风荷载工况内力放大。 

 

按照《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4.1 节，计算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

风荷载体型系数不同，程序体型系数按整体体型系数表选用，当檩条选取不

同体型系数或不同风振系数时，可以整体体型系数和风振系数为基础，用檩

条风振系数折算。 

程序在计算光伏支架檩条风荷载内力时，根据檩条风振系数与风振系数

比值对檩条设计时的风荷载工况内力放大。 

 

有侧移，用于判断支架柱计算长度系数计算方法。不勾选有侧移，按照无侧移计算

方法计算支架柱长系数。 

（2）.参数化建模 

参数化建模用于光伏支架参数、光伏组件信息、檩条参数、基础形式、柱间支撑、

撑杆信息、基础形式的选择和有效性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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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形式包括单桩单立柱、单桩双立柱、双桩双立柱、屋面三角桁架和多排立柱支

架，其中单桩单立柱和双桩双立柱可选择立柱为大管套小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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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布置参数 

倾角为支架斜梁与水平线的夹角。 

柱居中，可选择“是”或“否”，“是”为柱居中布置，选择“否”需要填写左柱

距梁边缘距离即为柱距离梁左边的水平距离 Dc。 

主梁长度 Lb 为主梁的斜长。 

抱箍高度 He 为抱箍节点距离地面±0.00 标高的距离。抱箍连接件长度 Le 为抱箍节

点处水平尺寸同时也是支撑偏移柱的水平距离。 

左支撑距离梁端长度 Db1 为左侧支撑距离梁左端的斜长，右支撑距离梁端长度 Db2

为右侧支撑距离梁右端的斜长。 

构件截面，包括支架柱、斜梁、斜撑和抱箍连接件截面尺寸，点击截面定义框，选

择截面类型，再选取截面尺寸，光伏支架常用截面库有圆管、矩形管、角钢、槽形、卷

边槽形、几字形、卷边 U 形截面等，同时可自定义截面参数库，程序根据自定义截面尺

寸自动计算截面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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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柱参数化布置方式，内容包括支架倾角、立柱总数、每跨数据信息、

支撑定位尺寸等，其中立柱总数最多可支持 10排立柱。 

注：多列柱外边缘尺寸 Dc程序会根据 Dc1和 Dc2以及斜梁尺寸自动计

算。 

组件离地高度自动读取主界面中设置的组件最低离地高度数值，为组件最低端距离

地面±0.00 标高的距离。 

纵向间距 

纵向间距为支架纵向之间的水平距离，数量为支架纵向排列的数量。 

纵向间距可输入不同尺寸，间距输入之间以英文分号“，”间隔 ，间距相同可以

输入“尺寸*数量”。 

注，输入纵向间距前先修改支架总数量，然后根据数量对应修改纵向间距。 

光伏组件 

光伏组件选择，程序可选择光伏组件标准库和自定义组件库。组件标准库按照《光

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附录 A 光伏组件相关技术参数记录。用户自定义组件库通过选择

“用户组件编辑器”，填写名称、组件长度、组件宽度、组件厚和质量，点击“增加”

即可完成自定义组件库的管理。 

自定义组件库可以通过导入、导出功能用到其他工程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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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组件时可通过填写名称、选择电池类型、质量范围，点击“执行过滤”，实现

快速选择需要的组件规格。 

 

组件排列 

 

程序默认为纵放为组件库规格的宽度方向沿支架纵向长度排列，横放为组件宽度方

向沿支架横向排列。同时需要填写排列的行数和列数， 

 

最低离地高度数值，为组件最低端距离地面±0.00 标高的距离。 

组件间隙为每块组件之间的间隙。 

距离斜梁顶高度，为组件距离斜梁顶的垂直距离。填写的数值应大于等于檩条截面

高度。 

横向悬挑长度为沿支架横向组件悬挑端距离檩条支点的尺寸。 

修改檩条间距时，横向悬挑长度会随时联动；修改横向悬挑长度，程序会自动计算

出檩条间距。 

纵向挑出主梁长度，程序根据组件尺寸和列数自动计算纵向组件悬挑端距离主梁的

尺寸。如果该值为负值或者异常大或者小时，一般意味着布置数据存在问题。 

檩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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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选择，点击截面选择框，选择截面类型，再选取截面尺寸。 

纵向悬挑长度，为纵向檩条悬挑端距离主梁的长度。 

基础形式 

基础形式可以选择微型桩基础、混凝土块和夹具。 

 

微型桩基础 

 

桩类型可选择水下冲（钻）孔桩、沉管灌注桩、干作业钻（挖）孔桩、预制砼管

桩、钢管桩和锚杆。 

承载力填写竖向承载力、水平承载力和抗拔承载力用于桩基础承载力的验算。 

混凝土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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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基础块包括矩形和圆形，用于程序按照《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规范》

第 5.3 节要求进行基础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抗拔稳定性验算和抗滑移稳定性验算。 

撑杆布置 

布置撑杆，点击设置，选择撑杆截面类型和尺寸，填写撑杆位置，如下图中的 1,4

为纵向第 1 开间和第 4 开间布置撑杆。 

对于柱间支撑，撑杆布置在两柱之间，对于檩条撑杆，程序默认布置在斜梁端部。 

 

拉杆设置包括直径、根数和布置的开间位置。 

数据合理性检查为所有参数信息填写后程序自动进行模型数据的检查，当设置不合

理时程序会弹出提示框，合理时程序会提示 OK，此时生成的模型是合理性模型。 

 

恢复默认为恢复程序开始状态下的默认数据。 

 

此参数控制柱底高度随地坪横向坡度变化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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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动导荷 

自动导荷包括恒载、活载、横向风、纵向风和雪荷载导荷结果。荷载参数信息自动

读取“计算参数”设置的信息，同时可再次修改荷载信息。 

 

显示荷载，用于查询恒载导荷结果。 

 

恒载，程序根据荷载信息中填写面荷载加上光伏组件重量导算至檩条上的均布线荷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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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恒载为 0.3KN/m2。 

组件重量为 25kg,组件面积为 2.128*1.048=2.230144m2 

组件荷载为 0.2551/2.230144=0.1144 KN/m2。 

总恒载值为 0.3+0.1144=0.4144KN/m2. 

荷载作用宽度为 2128/2=1064mm 

中间跨区恒载导荷结果为： 

0.4144*1.064=0.44KN/m 

边跨区存在檩条悬挑段，下面对边跨按悬挑长度进行计算恒载： 

 

已知组件纵向跳出主梁长度为 666，檩条纵向悬挑长度为 720. 

720-666=54 

0.44*666/720=0.40 KN/m 

活载，程序根据荷载信息中填写面荷载数值导算至檩条上的均布线荷载。 

雪荷载，程序根据荷载信息中填写的基本雪压乘以积雪分布系数导算至檩条上的均

布线荷载。 

风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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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风荷载计算按照计算的风荷载标准值导算至檩条上均布线荷载并分解为竖向和

水平方向结果。 

计算过程如下： 

体型系数取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中的 1.3，基本风压按 25 年一遇参数的数值 0.1，

风振系数按默认的数值 1，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 1，体型系数折减按 1 取值。计算得到

风荷载标准值为 1.3*0.1*1*1*1=0.13KN/m2 

导算为线荷载为：0.13*1.064=0.13832KN/m 

斜梁坡度为 12° 

线荷载分解为水平荷载为 0.13832*sin（12）=0.03 KN/m 

线荷载分解为竖向荷载为 0.13832*cos（12）=0.14 KN/m 

纵向风荷载计算按照《光伏支架结构技术规程》第 4.1.4 条纵向风荷载对支架所引

起的总水平力导算至节点上的水平力，当α不小于 30°时，为 0.05Awh；当α小于

30°时，为 0.10Awh。 

其中，α为光伏面板的坡度，A 为光伏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wh 为光伏面板高度 h

处的风压。 

2. 组件 

 

（1）.组件显示开关 

参数化生成三维模型，程序会自动生成光伏组件板，点击“组件显示开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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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隐藏组件板，再次点击“组件显示开关”，会显示组件板。该功能方便用户查看组件

和支架布置的合理性。 

（2）.自定义组件库 

组件库的定义为填写对话框上面的名称、选择电池类型、填写质量、组件长度、组

件宽度和组件厚度，点击“增加”程序会自动将定义的组件规格添加到自定义库中，并

自动联动至“参数化建模”中的光伏组件库。 

 

3.网格输入 

  

网格输入用于交互进行点、线、网格绘制和轴线命名、轴线显示(隐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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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构件输入 

 

构件输入用于立柱、斜梁、斜撑和微型桩的交互修改、添加截面功能。 

注：程序参数化建模的立柱只有节点没有网格，如果需要交互布置柱时，可采用删

除原来柱增加网格后再交互布置柱构件。 

支撑构件同柱，梁构件程序参数化布置会自动生成节点和网格。 

柱底标高修改，点击柱底标高修改，填写修改柱底高度的数值，选择桩同步修改，

点取要修改的立柱即可完成操作。 

 

5.恒载 活载 

 

恒载用于输入节点、梁间荷载。可以点取相应荷载，输入荷载参数，用光标，窗口

等方式来布置、删除荷载。 

活载同恒载的输入方式。 

6.删除 

 

删除用于节点网格、构件和荷载的删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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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显示查询 

 

 

8.工具 

 

工程量用于统计构件的工程量，包括混凝土工程量和钢结构的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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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指标用钢量用于统计兆瓦用钢量。 

 

0.324/（0.002800）=115.714T/Mw 

 

9.检查 

 

本菜单用于对模型与荷载布置可能存在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检查和提示，从而帮助用

户建立对后面的设计计算更稳定合理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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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工程修复 

 

对模型缺陷的自动修复功能，从而保证后续计算和设计的稳定性。 

 

 

 

 

 

 

 

二、 前处理及计算 

1.特殊构件 

 

程序按照《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5.2节结构形式自动生成梁、柱、支撑连接

关系，当需要交互修改连接属性时，通过特殊柱、特殊梁和特殊支撑下的铰接或刚接指

定。铰接属性为铰接端显示一红色圆圈。程序默认支撑两端铰接，柱顶铰接，柱底刚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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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长度 

光伏支架柱长系数程序执行《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6.2节和附录 C要求自动

计算支架柱长系数，同时可通过交互修改数值指定柱长系数。对于被节点自动打断的构

件，程序会根据实际长度计算。 

 

3. 梁面外长度 

计算长度菜单下的“梁面外长”显示梁面外长度数值。 

 

4. 计算简图 

生成数据及数检后，可通过轴侧简图查看计算模型生成的支座、柱长系数、杆件荷

载等属性。 

轴侧简图，以三维图方式表现计算模型，对梁、柱、斜杆都按照单线画，计算模型

显示的内容可通过左侧栏选项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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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执行上部结构计算 

 

前处理数据指定完成后，即可进行结构内力计算与构件设计。 

三、 设计结果查看 

进入设计结果模块，程序以三维应力云图显示光伏支架构件验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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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通过三维显示中三维配筋、三维内力等显示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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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伏支架计算书 

 

点开“计算书”，点击“光伏支架计算书”程序弹出 word版的整体计算书，内容

包括工程概述、设计依据、材料及截面、荷载工况计算、荷载组合、支架结构强度图和

支架结构挠度图、支架位移角。 

 

2.构件信息 

设计结果-右侧栏内容中，点击“构件信息”点取单根构件，程序会输出构件的文本

结果，内容包括几何材料信息、标准内力信息、构件设计验算信息、荷载组合分项系数

说明、各组合设计内力、各组合分项系数、标准组合系数共 7 项结果。 



 

28 

 

3.构件详细计算书 

 

通过计算书下的“构件详细”点取单根构件，程序会输出 word 版详细计算书，内

容输出构件设计的依据规范、计算公式、构件截面特性、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和超限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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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混凝土基础块 

当基础为混凝土块形式时，程序依据《太阳能发电站支架基础技术规范》第 5.3 节要求

进行基础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抗拔稳定性验算和抗滑移稳定性验算并提供详细文本结果输

出。 

 

结果输出在“设计结果”模块右侧的“光伏支架验算”选项菜单。当基础为混凝土块

时，点击“光伏支架验算”功能，通过选择验算内容查看基础的验算结果；通过点击“基础

信息”点取基础块弹出文本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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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钢结构施工图 

1. 钢结构施工图操作流程 

(1).点击导入模型、此时导入真实模型数据，识别节点类型。 

(2).点击全局参数和节点设置，进行各类型节点参数和节点形式的选择。 

(3).点击节点设计进行全楼节点设计。 

(4).执行“平立面图”菜单，程序自动绘制整套光伏支架施工图有设计总说明、柱脚

锚栓图、光伏组件布置图、光伏支架平面布置图、立柱平面布置图、檩条平面布置图、

光伏组件尺寸图、立柱纵向立面布置图、立柱横向立面布置图和节点详图、焊缝大样图

等，并进行汇总，生成图纸目录，最后生成全楼材料表。 

注：施工图双击查看后，程序将模型和施工图以多文档方式展示在屏幕下方，点击左

上角的“保存”功能，此时程序会自动将施工图保存为 dwg 格式的图纸在“钢结构施工

图”目录中。 

2. 导入参数 

 

导入参数包括檩条拼接位置，抱箍节点参数、U 型件连接节点等。当支架模型为抱

箍连接节点时，不要勾选梁柱撑节点采用 U 型连接件连接，抱箍节点对应的梁柱支撑节

点将采用螺栓连接方式。 

3. 全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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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参数中重点需要修改的参数为连接参数和施工图参数，连接参数修改螺栓等

级、直径。施工图参数修改平立面图的绘制比例。 

4.节点设置 

 

节点设置用于节点形式选择，节点设置对话框为左侧展示节点大样、右侧对应主要

计算参数修改。 

5.节点设计 

程序将根据用户设定的参数读取建模模型及计算内力，生成钢结构节点并进行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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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及归并。 

程序将在节点设计完成后自动绘制全楼三维模型。 

6.计算书 

单节点验算： 

单节点验算用于查看平面图或者立面图中单个节点计算书，点击该按钮，程序提示

选择节点，鼠标选择单个节点后弹出该节点的文本设计结果，方便用户查看。 

重输出计算书： 

点击“重输出计算书”，程序自动将模型中所有节点计算书分类输出到“施工图目

录”下“钢结构”文件夹中。 

7.平立面图 

执行“平立面图”，程序生成系列图纸，包括图纸目录、设计总说明、锚栓布置

图、光伏组件布置图、光伏支架布置平面图、立柱平面布置图、檩条平面布置图、光伏

组件尺寸图、立柱纵向立面图、立柱横向立面图、节点详图、以及标准焊接大样图。 

 

 

8.材料统计 

全楼统计表内容包括光伏支架构件、节点板材统计和螺栓统计表。 

钢材统计表内容包括规格、重量和材质。 

螺栓统计表包括螺栓规格、连接厚度、螺栓长度、数量和性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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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础设计 

桩基基础，程序依据《光伏支架结构设计规程》第 8.3 节要求进行微型桩承载力验

算包括竖向承载力计算、水平承载力计算和抗拔承载力计算，进行微型桩稳定性验算包

括整体稳定性验算和压屈稳定性验算。 

1. 基础设计 

用于读取上部结构荷载、生成计算简图和光伏支架微型桩承载力计设计。 

2. 上部荷载 

显示选择的单工况或荷载组合的上部传递荷载。单工况为某种单个工况的荷载值，

荷载组合分为基本组合、标准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荷载组合是采用了荷载参数定义中各

种分项系数的组合值。 

3. 桩承载力验算 

通过桩承载力验算选项分别查看竖向承载力、水平承载力及抗拔承载力结果简图，

“构件信息”点取单根桩基构件，程序会输出构件的详细文本结果。 

通过稳定性验算选项分别查看整体稳定性验算和压屈稳定性验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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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础施工图 

基础施工图绘制桩基剖面图和桩基定位图。 

1. 重新读取 

重新读取为重新读取计算数据，将删除旧的施工图，删除所有之前的选筋信息，删

除用户的施工图编辑信息。 

2. 新绘底图 

点击“新绘底图”菜单，软件保留用户的对基础施工图选筋信息、编辑信息，只是重

新绘制底图。 

3. 桩 

点击桩，进行桩的配筋结果显示。 

4. 修改钢筋 

本功能对桩构件的标注钢筋进行修改。 

 

5. 剖面图 

点击“剖面图”点取桩构件，输入截面号确定，鼠标指定桩剖面图插入点的平面位

置即可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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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桩位图 

 

桩位图绘制桩位平面布置图和桩构件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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