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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是新能源的一种利用方式。本文对BIPV发电系统的
原理、各组成结构的技术要点和设计方式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其中的光伏组件的设计过程进行
了更深的研究和设计实现。最后分析了设计效益，并展望了发展前景。本设计的原理和方法也是
基于厦门市实际数据，从而为BIPV在厦门市乃至海峡两岸的推广，提供了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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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应用

u，电流，；而图3说明了太阳能光伏方阵是由电池

组件、旁路二极管、带避雷器的直流接线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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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阳能电池方阵电路图

中发电系统容量中的光伏方阵数量的计算

因为 中的发电系统，是在现有建筑物上

尽可能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在设计过程从常用太阳

能光伏电池中选择与现有建筑物(例如屋面)尺寸

相匹配的组件。在本案例中，通过现场实测和计算，

已经知道每栋建筑物屋面的太阳能光伏方阵的最大

尺寸范围是 1 ，通过计算和比较，选择常规组

件的尺寸为 ，峰值电压为 ． ，峰值

电流为6．3 ，峰值功率l 的太阳能光伏组件。

当然，也可以按照屋面现有尺寸重新加工太阳能光

伏组件，但成本会高很多。

1)太阳能光伏方阵的总数量：

( ． ．665)≈22×16=352块

)太阳能光伏方阵的组件的串联数量：

． 块(市政电网电压是 ，每个组件

的电压17．2V)。

3)太阳能光伏方阵组件的并联数量：负载总负

荷／单片组件负荷=(1 ．3 块。

A．普通居民家庭负荷通常是 ，也就是

的电流(如表3所示)。

B．该小区每栋楼有3个单元，每单元每层2

户家庭，共层。

2． 中的光伏太阳能电池组件外型尺寸的确定

通过上述太阳能光伏方阵的相关数据的计算，

并参考电池组件的技术要求。就可以选择电池组件

的技术规格并安装太阳能光伏组件。像本案例一样，

对于已有建筑是直接在楼顶架设太阳能电池板(太阳

能光伏方阵)，一是减轻对屋面的破坏进而降低安装

成本；二是进一步提高散热能力，太阳能电池板与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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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负载 负载 合计 工作 耗电
序号 数量／台

名称 功率／w 功 时问 )
●

l 彩电 loo l loo 4 400

2 机项盒 l 4 112

3 电脑 loo l 100 3 300

4 电冰箱 l

5 微波炉 l O．1

6 电开水器 600 l 600 O．2

7 电热水器 l 800 O．6

8 小家电 2 500 O．2 100

9 电灯 12 5 4 240

10 合计 2777

面或地面都是成一定的角度(本案例的倾角是 。)，

也就是在太阳能电池板的下面有一定的空间，从而更

容易将太阳能电池组件所散发出的热量散去，提高太

阳能光伏组件的发电功率和发电效率。另外，如果是

现有建筑，尤其是新建筑，除屋面外，在建筑的南侧，

甚至东侧或西侧的外墙都用太阳能电池板代替建筑

外墙砖，就能更加提高太阳能光伏方阵的发电量。通

过以上分析，拟选择规格尺寸为 的

多晶硅电池组件作为本案例的太阳能光伏方阵。而通

过计算可知六栋楼的年发电量为 。 ．

·

。

3光伏建筑一体化发电系统中逆变器控制
器的设计

3． 逆变控制器的功能

对于 系统，因需要向交流负载或市政电网

供电，必须配备相应的逆变控制器，其主要有逆变、

控制、保护功能，具体作用是将直流电变换为交流电，

同时对所转换交流电的频率、电压、相位、有功与无

功、同步、包括电压波动和偕波在内的电能品质等进

行控制。而并网光伏系统的输入电压是每块组件输出

电压(一般为17v或 左右)的整数倍，其额定功

率应稍大于太阳电池方阵的输出功率，整个系统还必

须配备必要的检测、并网、报警、自动控制、测量及

显示等一系列功能，特别是必须具备防止“孤岛效

应”的功能，以确保光伏系统和电网的安全。

． 逆变控制器的设计要求

的光伏发电系统将与市政电网并网运行，

对逆变控制器提出了较高的技术要求：

)要求逆变控制器输出波形失真度不超过5％

的三相正弦波电流。光伏系统馈入公用电网的电力，

必须满足电网规定的指标，如逆变控制器的输出电

流不能含有直流分量，高次谐波必须尽量减少，不

能对电网造成谐波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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