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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立柱型日光温室是目前甘肃省日光温室
的主体结构， 建造成本相对较低， 在不同生态区
均有应用， 约占全省日光温室面积的 90%。 因各
地气候条件和种植作物种类不同， 温室建造应采
取相应的技术和参数［1～6�］， 通常宜选择地质条件
好、 地下水位适中、 排灌方便、 前方和东西两侧
没有高山以及高大建筑物遮挡的地块， 也可选择
坡度小于 25° 的向阳坡地， 避开洪、 涝、 泥石流

和多冰雹、 雷击、 风口、 有污染等地段。 修建温
室群要做好温室排列以及配套给排水、 道路、 电
力等设施的规划建设。 现将主要建造技术介绍如
下。
1���设计指标
1.1 光照

温室内各种作物对光照要求不同， 通常以强
光性作物为对象进行温室设计， 要求温室内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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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全国各地的果品公司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合作，
形成静宁苹果专营专供渠道。
4.6 延伸产业链条

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每年引进和发
展一批有实力、 有市场竞争力、 有品牌的苹果精
细化加工和贮藏营销、 包装材料生产等企业， 形
成配套体系， 逐步实现苹果多层次加工增值， 提
高苹果附加值和商品转化率。 引导和扶持合作社、
家庭农场以土地流转等模式走适度规模化经营、
机械化轻简化管理、 企业化集约化运作的发展路
子。 扶持培养新型果品经纪人， 维护和保障生产
者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创造良性市场竞争环境，
促进果品良性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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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大于光补偿 4�kLx 的 6�h 累计光照强度平均不
低于 20�kLx， 室内前屋面离地 1�m 高处的平均透
光率在 70%以上。
1.2 温度

温室保温性能以满足喜温果菜生长要求设计，
最低温度不低于 8�℃， 严寒季节最低温度时， 室
内外最大温差 30�℃。
1.3 整体抗压性

要求可承担风压、 雪压和架材固定荷载等 20�
a 一遇的最大荷载组合， 荷载设计能力应达到 1.5�
kN/m2。
2���结构参数

日光温室采用坐北朝南、 东西沿长建造， 相
邻两栋温室南北间距 8.0�m， 左右间距不小于 3�m，
甘肃各地区的主要结构参数见表 1。
2.1 跨度

跨度是指温室后墙内侧到温室前沿的距离，
一般为 8.0～10.0�m。
2.2 脊高

指温室屋脊到室内地面的高度， 一般 3.6～4.6�
m， 脊高因纬度和跨度变化有差异。
2.3 方位角

指采光屋面的朝向， 不同区域方位角不同，
如河西走廊为正南偏西 5～10° ， 泾河流域 0～5° 。
2.4 墙体厚度

墙体包括后墙和山墙。 墙基部 1.4～1.8�m， 墙
上部 1.0～1.4�m， 不同生态区差异较大， 一般要求
大于当地最大冻土层 50�cm 以上。
2.5 后屋面

又称“后坡”， 是日光温室的围护结构之一，
具有隔热保温作用。 一般后坡长 1.6～2.4�m， 后屋
面仰角 38～43° 。
2.6 长度

指温室东西长， 标准温室长 60.0�m， 但根据

立地条件可以达到 80.0�m。
3���建造材料
3.1 骨架材料

采光屋面的骨架材料有主拱架、 副拱架、 冷
拔丝、 铁丝、 竹杆等， 后屋面的骨架材料有立柱、
檩条、 冷拔丝。
3.1.1����骨架材料选择 骨架采用钢竹结构时， 8.0�m
跨度温室主骨架选用DN�40�钢管（外径 48�mm、 壁厚
3.25�mm）； 温室跨度大于 9�m 时， 主骨架采用平面
桁架结构， 上弦选用 DN�40�钢管， 下弦选用 φ12�
钢筋， 腹杆选用 φ10�钢筋， 主钢骨架间距 3.6�m。
副骨架选用竹杆， 基部直径 2�cm�以上， 长度 4.5�m�
以上， 间距 0.5～0.6�m， 温室横向每 0.4�m�拉φ8�冷
拨丝。 采用全钢结构时， 用双拱桁架， 骨架上弦选
用 DN�20�钢管， 骨架下弦选用φ12�钢筋， 腹杆选
用 φ10�钢筋， 双拱骨架间距 1.0�m， 温室纵向拉
3～4道DN20�钢管作为纵拉杆。
3.1.2����立柱、 檩条和底座 立柱可采用钢管或水
泥预制件， 长 3.8�m， 立柱间距 1.8�m。 钢管做立
柱时， 规格为 DN�40 钢管（外径 48�mm、 壁厚 3.25�
mm）。 选用水泥预制立柱时， 用 C20 混凝土， 立
柱长、 宽、 高尺寸分别为 15、 12、 380�cm， 内嵌
4 根 φ8 钢筋。 檩条可采用钢管、 水泥预制件或圆
木， 檩条长 2.8�m。 选用钢管时， 规格为 DN40 钢
管（外径 48�mm， 壁厚 3.25�mm）； 选用 C20 混凝土
预制檩条时， 长、 宽、 高尺寸分别为 15、 12、 280�
cm， 内嵌 5 根 φ8 钢筋； 选用圆木时， 直径 15�cm
以上， 不可选用朽木。 用钢管作立柱和檩条时，
用水泥预制底座， 下面可安放垫石支撑。
3.1.3����横梁 采用钢管， 钢管规格型号与立柱相
同， 长度与温室的整体长度（包山墙）相等。 纵向
角铁架在屋脊处， 用于连接前后屋面骨架， 长度
与温室的整体长度（包山墙）相等。
3.1.4����铁丝 山墙外侧固定地锚预埋直径 4�mm�镀

区域
温室
跨度
（m）

温室
长度
（m）

脊高
（m）

墙体厚度（m） 后墙高度（m） 后屋面
仰角
（°）

采光屋面角（°） 后屋面
长度
（m）

温室方位角
（°）

上部 下部 外侧 内侧 底角 腰脚 顶角

河西走廊 8.0～10.0 60～80 3.8～4.6 1.4 1.8 3.1～3.6 2.3～2.8 38～40 66 32 10 2.2～2.4 南偏西5～10
沿黄灌区 8.0～10.0 60～80 3.8～4.5 1.3 1.7 3.1～3.6 2.3～2.8 39～41 66 32 10 2.0～2.2 南偏西5～8
渭河流域 8.0～10.0 60～80 3.7～4.4 1.2 1.5 3.1～3.6 2.3～2.8 40～42 65 26 13 1.6～1.9 南偏西0～5
泾河流域 8.0～10.0 60～80 3.7～4.4 1.3 1.7 3.1～3.6 2.3～2.8 39～41 65 26 13 1.8～2.0 南偏西0～5
徽成盆地 8.0～10.0 60～80 3.6～4.3 1.0 1.4 3.1～3.6 2.3～2.8 41～43 64 25 13 1.6～1.8 南偏东5～南偏西5
甘南高原 8.0～10.0 60～80 3.8～4.5 1.4 1.8 3.1～3.6 2.3～2.8 40～42 65 26 13 2.0～2.2 南偏西5～8

表 1 土墙立柱型节能日光温室结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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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铁丝。 前、 后屋面纵向拉直径 2.8�mm�镀锌铁
丝， 前屋面铁丝间距 40� cm， 后屋面铁丝间距
10～15�cm， 屋脊处拉双股。 温室内纵向吊蔓采用
直径 2.8�mm�镀锌铁丝， 横向吊蔓采用直径 2.2�mm�
镀锌铁丝。 捆扎采用直径 2.0�mm�镀锌铁丝。 撑膜
竹竿固定采用直径 1.0�mm�镀锌铁丝。
3.2 墙体材料

墙体选用干打垒土墙， 把土填入两块木板或
木椽之间夯实完成。 为避免盐碱及水浸坍塌， 墙
基要求用三合土夯实 50�cm， 也可加少许碎麦秸或
砂子、 炉渣等， 既增加强度， 又减少干裂。 有条
件的地区也可用砖石砌成。
3.3 屋面采光覆盖材料

日光温室前屋面的透明覆盖材料以厚 0.12�
mm、 宽 8.0�m 的醋酸乙烯（EVA）高保温日光温室
专用膜最好。 醋酸乙烯（EVA）是农业部推荐的高
效节能日光温室专用膜， 它是以 EVA 树脂为主体
的三层复合功能性农用薄膜， 具有高度透明性，
透光率比 PVC 无滴膜和 PE 无滴膜高 15%～20%，
高衰减慢， 保温性好， 温度比 PE 无滴膜高 2～4�
℃， 比 PVC 无滴膜高 1.5～2.0�℃。 防尘性杰出，
无助剂析出， 可长期保持透明度。 流滴持效期 6�
个月以上， 是 PVC 和 PE 无滴膜的 2 倍。
3.4 保温覆盖材料

日光温室保温覆盖材料通常采用草帘或保温
被， 也可在草帘外覆盖棚膜防霜保温。 通常草帘
宽 1.2�m、 长 9.0～11.0�m、 厚 4～6�cm， 可用 2～3�
a。 保温被宽 3.0～4.0�m、 厚 1～3�cm、 重 1�000～
3�000�g/m2， 表层具备防水、 防老化性能， 芯层具
备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

4���建造施工技术
主要施工技术参数见图 1。

4.1 施工时间
通常施工从春季开始， 夏收后建造结束， 以

保证在投放使用时墙体干透。
4.2 墙体施工

墙体应连续分层砌筑， 要求无明显接缝， 夯
实程度一致。 墙内外各留 50�cm 空地不取土， 以
保护墙体。 室内表层 30�cm 以内熟土在建造前移
出， 墙体砌筑完成后回填， 以免影响以后的种植。
4.3 后屋面施工
4.3.1����底座埋设 底座下用三合土夯实。 立柱底
座和骨架底座分别在同一水平面上。 立柱底座水
平放置， 中心距后墙 1.0�m， 东西向每 1.8�m 放一
块。 主骨架底座中心距后墙内侧 8.0�m， 东西向每
3.6�m 放一块。 檩条底座放置在后墙中， 间距 1.8�
m， 檩条下端顶在底座的小坑内， 仰角按照参数表
规定， 檩条底座在同一水平线上。 用混凝土预制
件做立柱和檩条时下面放置垫石。
4.3.2����立柱和后屋面安装 立柱下端焊结在底座
预埋的钢筋上， 上端与横梁焊接。 横向梁与檩条
在距檩条顶端 0.95�m 处焊接。 檩条下端顶在檩条
底座上， 中部与横梁焊接， 顶部与横向角铁焊接。
焊接结束后， 用砂纸除去金属表面的铁锈， 处理
好焊接点， 涂防锈漆 2 遍做防锈处理。 用混凝土
预制件做立柱和檩条时， 立柱下端埋深 0.48�m，
下面用三合土夯实并加垫石或底座。 立柱上端顶
在檩条中部距顶部 0.95�m 处， 并用 3.0�mm 铁丝通
过预留孔穿孔固定。 檩条顶端通过预埋钢筋与横
向角铁焊接。

图 1���河西走廊跨度 8�m的土墙立柱通用型日光温室建造标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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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纵向钢丝安装 先在两侧山墙顶部放置两
根直径 10�cm 以上、 长 2.0�m 的衬墙圆木。 后屋面
檩条上每 20�cm 拉 2.8�mm 镀锌铁丝， 最顶端拉双
股， 出墙处用铁钉固定在衬墙圆木上， 两端固定
在山墙外侧地锚的预留铁丝环上。 钢丝与檩条用
2.0�mm 铁丝固定。
4.3.4����后屋面填充覆盖 在钢丝上先铺 1 层无破
损、 防老化性能好塑料薄膜， 厚 0.1�mm 以上， 宽
6�m 左右， 膜上铺玉米秆 15�cm， 再填充麦草等。
填满后将薄膜折转包住全部填充料， 覆土踏实，
土厚 20�cm， 土层上再覆盖 5�cm 草泥。 后屋面外
表面要求做成前高后低约 10～15° 的坡度， 以利
于排水。 甘肃省渭河流域、 泾河流域、 徽成盆地
和高寒阴湿区雨量相对较多， 日光温室后屋面表
面应覆盖旧棚膜或防水材料。 后屋面每隔 5�m 安
装 DN�50�PVC 排水管， 排水管应延伸出墙体 20�
cm， 以避免冲刷后墙。
4.4 前屋面施工
4.4.1����主骨架制作 按剖面图等高线加工骨架，
用弯管机加工主骨架， 要求弯管均匀一致。 在地
面先按剖面图的等高线放样， 然后在放样图上焊
接加工骨架。
4.4.2����骨架安装 主骨架前端与前底座焊接， 顶
端和角铁焊接， 将整个温室骨架全部连接在一起，
以增加温室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焊接的骨架在同
一平面上， 不能高低错落。 焊接结束后， 用砂纸
除去金属材料表面的铁锈， 涂防锈漆 2 遍做防锈
处理。
4.4.3����纵拉钢丝安装 先在两侧山墙顶部放置直
径 10�cm 以上衬墙圆木。 骨架上东西向每 40�cm 拉
一道 2.8�mm 钢丝， 出墙处用铁钉固定在衬墙圆木
上， 两端固定在山墙外侧地锚上的预留铁丝环上。
钢丝与骨架连接处用 2.0�mm 钢丝固定。
4.4.4����撑膜竹竿固定 前屋面每 0.6�m 设一道撑膜
竹竿， 上下用两根竹竿对接固定于 2.8�mm 横拉钢
丝上。 竹竿下端插入土中， 上端可顶在角铁上。
主骨架两侧也加小竹竿， 避免棚膜与钢管直接接
触而发生“背板” 效应。 竹竿与铁丝的连接处用
布带或 1.0�mm 铁丝固定， 使整个棚面连接为承载
力大、 弹性好、 遮光少的整体网状结构。
4.5 通风窗设置

采用扒缝或卷膜器通风， 顶通风窗宽 1.0～1.5�
m， 底通风窗宽 0.6～1.0�m， 长度和温室等长， 并

安装 40目防虫网。 温室长度在 60�m 以内时， 卷膜
器卷轴采用公称口径 DN�20镀锌钢管， 壁厚 2.5�mm
以上； 温室长度在 60�m 以上时， 卷膜器卷轴采用
公称口径 DN�26镀锌钢管， 壁厚 2.5�mm以上。
4.6 防寒沟施工

距温室前沿 10�cm 处挖宽 40�cm、 深 50�cm 的
防寒沟， 挖好后先铺塑料薄膜， 再填充麦草或秸
杆， 将填充物用塑料薄膜包严， 压土， 以免进水。
防寒沟上面留有 10�cm 土台。 也可在在距温室前
沿 10�cm 处挖宽 20�cm、 深 50�cm 的防寒沟， 沟挖
好后直接埋入厚 8�cm、 宽 50�cm 的聚苯乙烯泡沫
板作为隔热材料。
4.7 蓄水池施工

水池为地下式， 边沿高出地平 20�cm， 建在温
室内靠近水源一侧， 距山墙 50�cm。 水池长 5.0�m、
宽 2.0�m、 深 2.5�m， 容积 20�m3， 中间用 12 砖墙
或 10�cm 混凝土隔墙隔开， 隔墙底部距池底 15�cm
处留一直径 5～8�cm 的过水孔。 统一经营的日光
温室群也可采用集中供水， 即单独一座温室用于
蓄水供水。
4.8 缓冲间施工

缓冲间建造于日光温室出入门的外侧， 温室
出入门与缓冲间门的方向要错开， 以免寒风直接
吹入温室。 缓冲间为土木结构， 长 2.5～3.0�m、 宽
2.0～3.0�m、 高 2.5�m 左右， 一般南侧开门， 与外
界相通。 温室出入门应设置在山墙上， 宽 0.8～1.0�
m， 高 1.6～1.9�m， 与温室内走道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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