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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镇太阳能及住宅设备标准化设计技术》中通过不同建筑气候区、不同地域的典型住宅工程案例对
村镇住宅设备标准化设计技术包含太阳能供热、村镇住宅给水排水、强电弱电设计等多专业进行了标
准化示范设计。《村镇太阳能及住宅设备标准化设计技术》基于“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课
题“村镇住宅设备标准化设计技术与软件开发”项目，研发了村镇住宅太阳能应用模块化设计技术软
件、村镇住宅给水排水系统模块化设计技术软件、村镇住宅电气系统模块化设计技术软件、村镇住宅
弱电系统模块化设计技术软件等一系列标准模块化设计软件。旨在通过研发农村村镇住宅设备标准化
设计技术为重点的集成平台，为改善民居环境质量、农民生活质量提供支撑；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
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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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3.3建筑设计 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建筑设计应合理确定太阳能热水系统各组成部分在
建筑中的位置，并满足所在部位的防水、排水和系统检修的要求。 建筑的体型和空间组合应避免安装
太阳能集热器部位受建筑自身及周围设施和绿化树木的遮挡，并满足太阳能集热器有不少于4h日照时
数的要求。 在安装太阳能集热器的建筑部位应设置防止太阳能集热器损坏后部件坠落伤人的安全防护
设施。 直接以太阳能集热器构成围护结构时，太阳能集热器除与建筑整体有机结合，并与建筑周围环
境相协调外，还应满足所在部位的结构安全和建筑防护功能要求。 太阳能集热器不应跨越建筑变形缝
设置。 1.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平屋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太阳能集热器支架与屋面预埋件固定牢
固，并应在地脚螺栓周围作密封处理。 （2）在屋面防水层上放置集热器时，屋面防水层应包到基座
上部，并基座下部应加设附加防水层。 （3）集热器周围屋面、检修通道、屋面出入口和集热器之间
的人行通道上部应铺设保护层。 （4）太阳能集热器与贮水箱相连的管线需穿过屋面时，应在屋面预
埋防水套管，并对其与穿屋面相接处进行防水密封处理。防水套管应在屋面防水层施工前埋设完毕。
2.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坡屋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屋面的坡度宜结合太阳能集热器接受阳光的最佳
倾角即当地纬度±10°。 （2）坡屋面上的集热器宜采用顺坡镶嵌设置或顺坡架空设置。 （3）设置在
坡屋面的太阳能集热器的支架应与埋设在屋面板上的预埋件牢固连接，并采取防水构造措施。 （4）
太阳能集热器与坡屋面结合处雨水的排放应通畅。 （5）镶嵌在坡屋面上的太阳能集热器与周围屋面
材料连接部位应做好防水构造处理。 （6）太阳能集热器顺坡镶嵌在坡屋面上，不得降低屋面整体的
保温、隔热、防水功能。 （7）顺坡架空在坡屋面上的太阳能集热器与屋面间空隙不宜大于100mm。 
（8）坡屋面上太阳能集热器与贮水箱相连的管线需穿过坡屋面时，应预埋相应的防水套管，并在屋
面防水施工前埋设完毕。 3.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阳台应符合下列要求： （1）设置在阳台栏板上的太
阳能集热器支架应与阳台栏板上的预埋件牢固连接。 （2）由太阳能集热器构成阳台栏板的阳台，应
满足刚度、强度及防护功能要求。 4.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墙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1）低纬度地区设
置在墙面上的太阳能集热器宜有适当的倾角。 （2）设置太阳能集热器的外墙除应承受集热器的荷载
外，还应对安装部位可能造成的墙体变形、裂缝等不利因素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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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村镇太阳能及住宅设备标准化设计技术》中提出的相关设计技术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可以被广大
从事新农村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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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详细的介绍了住宅地发展历史，现代农村太阳能住宅的设计等，非常喜欢。
2、书还行，可惜不是我要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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