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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

架的架构，包括彩钢瓦(1)、导轨(2)、第一光伏组

件(3)、第二光伏组件(4)、单侧压块组件(5)、导

轨夹具(6)和双侧压块组件(7)，彩钢瓦(1)通过

螺栓与导轨夹具(6)固定连接，导轨夹具(6)通过

螺栓与导轨(2)固定连接，导轨(2)与单侧压块组

件(5)固定连接，单侧压块组件(5)与第一光伏组

件(3)固定连接，第一光伏组件(3)与双侧压块组

件(7)固定连接，双侧压块组件(7)与第二光伏组

件(4)固定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夹具将导轨安

装在彩钢瓦屋面上，使导轨的位置固定，保证了

光伏组件安装后的稳定性，防水性，且安装方便，

使用材料少，有效降低了安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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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包括彩钢瓦(1)、导轨(2)、第一光伏组件(3)、第二

光伏组件(4)、单侧压块组件(5)、导轨夹具(6)和双侧压块组件(7)，其特征在于：彩钢瓦(1)

通过螺栓与导轨夹具(6)固定连接，导轨夹具(6)通过螺栓与导轨(2)固定连接，导轨(2)与

单侧压块组件(5)固定连接，单侧压块组件(5)与第一光伏组件(3)固定连接，第一光伏组件

(3)与双侧压块组件(7)固定连接，双侧压块组件(7)与第二光伏组件(4)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其特征在于：导轨(2)为耐

候钢的导轨，导轨(2)底部设置有导槽，导轨(2)两侧设置有导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其特征在于：导轨夹具(6)

包括第一夹持模块(61)、第二夹持模块(62)、螺栓组件(8)，第一夹持模块(61)通过螺栓组

件(8)与导轨(2)固定连接，第一夹持模块(61)通过螺栓组件(8)与第二夹持模块(62)固定

连接；第一夹持模块(61)和第二夹持模块(62)上侧内壁为锯齿状的，第一夹持模块(61)和

第二夹持模块(62)下侧内壁设有凹型槽，凹型槽为弧形状的；第一夹持模块(61)和第二夹

持模块(62)厚度大于3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其特征在于：单侧压块组件

(5)包括螺栓组件(8)、单侧压块(51)，单侧压块(51)通过螺栓组件与第一光伏组件(3)固定

连接；双侧压块组件(7)包括螺栓组件(8)、双侧压块(71)，双侧压块(71)通过螺栓组件(8)

与第一光伏组件(3)和第二光伏组件(4)固定连接；单侧压块(51)和双侧压块(71)的厚度大

于3.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其特征在于：第一光伏组件

(3)和第二光伏组件(4)呈横向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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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光伏支架领域，尤其涉及了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

背景技术

[0002] 彩钢瓦建筑主要适用于生产型企业厂房、仓库等，因其结构简单稳定、施工方便、

建设周期短、建筑成本低，得到了大多数生产型企业的青睐。但是彩钢瓦建筑的屋面不平

整，安装光伏组件较为不便，且安装稳定性较差。在选择连接件时一定要进行实地测量角

弛、直立边、梯形尺寸，确保连接件和屋面匹配，而在梯型轻钢屋顶支架安装时还要做好防

水措施，避免螺栓钻孔处发生漏水。

[0003] 专利名称为：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系统，申请号：CN201910403026 .3，申请日：

2019-05-15的发明专利申请中记载，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系统，涉及光

伏发电技术领域，包括彩钢瓦屋面，所述彩钢瓦屋面的瓦楞上安装有夹具，所述夹具包括可

闭合的第一夹紧件和第二夹紧件，所述第一夹紧件和第二夹紧件的下部分别设置有与瓦楞

两侧形状相匹配的卡槽，所述第一夹紧件的上端设置有安装面，所述安装面上安装有底梁，

所述底梁上安装有光伏组件；本发明通过夹具将底梁安装在彩钢瓦屋面上，使底梁的位置

固定，保证了光伏组件安装后的稳定性，且安装方便，使用材料较少，有效降低了安装成本。

[0004] 对于上述的彩钢瓦光伏支架系统，安装复杂，而且增加了安装底梁，材料资源占用

多。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安装方式复杂，提供了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

构。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07] 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其包括彩钢瓦、导轨、第一光伏组件、第二光伏

组件、单侧压块组件组件、导轨夹具和双侧压块，彩钢瓦通过螺栓与导轨夹具固定连接，导

轨夹具通过螺栓与导轨固定连接，导轨与单侧压块组件固定连接，单侧压块组件与第一光

伏组件固定连接，第一光伏组件与双侧压块固定连接，双侧压块与第二光伏组件固定连接。

[0008] 作为优选，导轨为耐候钢材质组成的，导轨底部设置有导槽，导轨两侧设置有导

孔，导槽可以将接受的水分进行排出，两侧的导孔有助于热气流的运动。

[0009] 作为优选，导轨夹具包括第一夹持模块、第二夹持模块、螺栓组件，第一夹持模块

通过螺栓组件与导轨固定连接，第一夹持模块通过螺栓组件与第二夹持模块固定连接；第

一夹持模块和第二夹持模块上侧内壁为锯齿状的，第一夹持模块和第二夹持模块下侧内壁

设有凹型槽，凹型槽为弧形状的；第一夹持模块和第二夹持模块厚度大于3mm，可以具有抗

风抗压的能力。

[0010] 作为优选，第一夹持模块水平垂直方向采用一体化的设计，这样可以减少安装工

人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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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单侧压块组件包括螺栓组件、单侧压块，单侧压块通过螺栓组件与第一

光伏组件固定连接。

[0012] 作为优选，双侧压块组件包括螺栓组件、双侧压块，双侧压块通过螺栓组件与第一

光伏组件和第二光伏组件固定连接。

[0013] 作为优选，螺栓组件包括螺栓和螺母，螺栓为内六角螺栓，螺母为内六角螺母，需

要固定的作业人员进行安装。

[0014] 作为优选，单侧压块和双侧压块的厚度大于3.5mm。

[0015] 作为优选，第一光伏组件和第二光伏组件呈横向排列，可以减少阴影面积，提高有

效光照面积，从而增加发电效率。

[0016]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显著的技术效果：导轨夹具与导轨和

彩钢瓦固定，第一夹持模块水平垂直方向采用一体化的设计利用双侧压块组件固定连个光

伏组件，保证了光伏组件安装后的稳定性，防水性，且安装方便，使用材料少，有效降低了安

装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的导轨夹具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图1的单侧固定组件示意图。

[0020] 图4是图1的双侧固定组件示意图。

[0021] 以上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其中，1—彩钢瓦、2—导轨、3—第

一光伏组件、4—第二光伏组件、5—单侧压块组件、6—导轨夹具、7  —双侧压块组件、8—螺

栓组件、51—单侧压块，61—第一夹持模块、62—第二夹持模块、71—双侧压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一种彩钢瓦屋面光伏支架的架构，依据附图1所示，其包括彩钢瓦1、导轨  2、第一

光伏组件3、第二光伏组件4、单侧压块组件组件5、导轨夹具6和双侧压块7，彩钢瓦1通过螺

栓与导轨夹具6固定连接，导轨夹具6通过螺栓与导轨2固定连接，导轨2与单侧压块组件5固

定连接，单侧压块组件5与第一光伏组件3固定连接，第一光伏组件3与双侧压块5固定连接，

双侧压块7与第二光伏组件4固定连接。

[0025] 导轨2为耐候钢材质组成的，导轨2底部设置有导槽，导轨2两侧设置有导孔，导槽

可以将接受的水分进行排出，两侧的导孔有助于热气流的运动。

[0026] 依据附图2，导轨夹具6包括第一夹持模块61、第二夹持模块62、螺栓组件8，第一夹

持模块61通过螺栓组件8与导轨2固定连接，第一夹持模块61通过螺栓组件8与第二夹持模

块62固定连接；第一夹持模块61和第二夹持模块62上侧内壁为锯齿状的，第一夹持模块61

和第二夹持模块62下侧内壁设有凹型槽，凹型槽为弧形状的；第一夹持模块61和第二夹持

模块62厚度大于3mm。

[0027] 第一夹持模块水平垂直方向采用一体化的设计，这样可以减少安装工人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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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单侧压块组件5包括螺栓组件8、单侧压块51，单侧压块51通过螺栓组件与第一光

伏组件3固定连接；双侧压块组件7包括螺栓组件8、双侧压块71，双侧压块71通过螺栓组件8

与第一光伏组件3和第二光伏组件4固定连接；单侧压块51和双侧压块71的厚度大于3.5mm。

[0029] 螺栓组件包括螺栓和螺母，螺栓为内六角螺栓，螺母为内六角螺母，需要固定的作

业人员进行安装。

[0030] 第一光伏组件3和第二光伏组件4呈横向排列，可以减少阴影面积，提高有效光照

面积，从而增加发电效率。

[0031] 总之，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利范围所

作的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属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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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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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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