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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 1 为规范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施工，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 

理、技术先进，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 0 . 2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工程中采用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施工。

1 . 0 . 3 既有建筑上设置建筑采光追逐镜，应按建筑工程审批程 

序进行专项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

1 . 0 . 4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施工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0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  heliostat automatic tracking system 

of building daylight

利用太阳光给建筑内部提供自然采光、节约照明成本的智能 

采光系统，由追光子系统、反光子系统、散光子系统及总控制系 

统四部分组成。追光子系统自动追逐太阳光，反射光线至反光子 

系统，通过反光子系统的反射及散光子系统的散射，实现建筑物 

内部充足的太阳光照明。

2. 0. 2 追光子系统 heliostat system

由追光组件、基座、支架及智能控制装置组成，具有智能探 

测阳光、根据阳光角度调整转向并反射光线的功能。

2. 0. 3 反光子系统 reflector system

由反光组件、基座、支架及智能控制装置组成，具有接受追 

光子系统反射的太阳光、反射太阳光线到建筑内部或散光子系统 

的功能。

2. 0. 4 散光子系统 scatterer system

由散光组件、支架、悬挂支杆及控制装置组成，具有智能接 

受反射太阳光线，散射太阳光线到建筑受光区域的功能。

2. 0. 5 追光组件 modules of solar heliostat

设置在追光镜支架上，根据太阳光调整角度、接受并反射太 

阳光线的镜片。

2. 0. 6 反光组件 modules of reflector

设置在反光镜支架上，接受追光子系统反射太阳光线的 

镜片。

2. 0 . 7 散射组件 modules of scatterer

悬挂于建筑竖向空间，接受反光子系统的光线，散射反射光



线到建筑受光区域的若干棱镜。

2. 0. 8 风传感器 w ind speed sensor

感受风力大小、传递制动追光子系统、反光子系统信号的

装置。

2 .0 .9  控制系统 control system

控制各子系统动作及实现各子系统间联动的系统。



3 施工深化设计

3. 0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应根据工程设计单位要求和产品说明书 

进行施工深化设计，并应满足防火、防雷、抗风、抗震、电气及 

季节性使用等要求。

3. 0. 2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施工深化设计应经工程设计单位审核。

3 . 0 . 3 建筑采光追逐镜各组件的设置不得跨越建筑变形缝。

3 . 0 . 4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光线通道上应避免绿化物、设施等障 

碍的遮挡。

3. 0. 5 施工深化设计应为建筑采光追逐镜提供安全的安装条件， 

并应在安装组件的部位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3. 0. 6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设置与构造应满足其所在部位防排水、 

保温等要求。设置于屋面时，应选择不影响屋面排水功能的基座 

形式和安装方式，与屋面材料连接部位应做好建筑构造处理。

3 . 0 . 7 结构设计应为建筑采光追逐镜安装、使用、维护等提供 

承载条件，并进行结构安全性复核。

3 . 0 . 8 建筑采光追逐镜基座和支架的结构设计应满足自身承载 

能力要求，并进行抗滑移和抗倾覆验算。

3 . 0 . 9 既有建筑物上增设或改造建筑采光追逐镜，应进行施工 

过程中建筑结构的复核，并应满足防雷、防火等要求。

3. 0 . 1 0 子系统的基座和支架与主体结构采用后加锚栓连接时， 

应进行锚栓承载力现场试验；在地震设防区应进行锚栓抗震性能 

检验。



4 施 工

4.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新建建筑采光追逐镜的安装施工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方案中应考虑季节性施工措施和安全措施。

4.1 .  2 建筑采光追逐镜施工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 设计文件齐备，并已通过审査；

2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已获批准；

3 场地、供电等条件满足正常施工要求；

4 预留基座、预留孔洞、预埋管件和设施符合设计要求， 

并已验收合格。

4 . 1 . 3 建筑采光追逐镜施工前，应对其他已完工程的部位采取 

保护措施。

4 . 1 . 4 既有建筑上安装建筑采光追逐镜，应根据建筑物的建设 

年代、结构状况，选择可靠的施工方法，并制定专项施工方案。

4 . 2 基座与支架

4 . 2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基座与支架应按设计要求制作和安装。 

安装应保证位置准确、固定可靠。

4 . 2 . 2 基座和支架与建筑主体结构的连接应可靠、牢固。

4 . 2 . 3 屋面结构层上安装基座与支架，完工后应做防水处理，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屋面 

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 207的有关规定。

4 . 2 . 4 钢筋混凝土基座与支架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 0 2 0 4的有关规定，钢结 

构基座与支架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GB 50205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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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5 基座与支架的钢构件、混凝土基座顶面的预埋件，安装 

前应涂防腐蚀、防火涂料，并妥善保护。

4 . 2 . 6 基產与支架固定前，应根据现场安装条件采取防倾覆 

措施。

4 . 2 . 7 钢结构基座与支架应与建筑物防雷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4 . 2 . 8 支架钢构件焊接完毕，应按设计要求做防腐、防火处理。 

防腐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24的有关规定。

4 . 3 追光子系统

4. 3 . 1 追光子系统组件产品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4 . 3 . 2 追光组件和基座安装应按设计要求准确定位，可靠固定。 

4. 3 . 3 追光子系统安装工序可按照本规程附录A 中图A. 0 . 1 进

行 。

4 . 3 . 4 追光子系统组件调试合格后，方可固定线缆，并安装所 

有连接件盖板。

4 . 3 . 5 追光子系统的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的有关 

规定。

4 . 3 . 6 追光子系统的防雷接地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的有关规定。

4 . 4 反光子系统

4 . 4 . 1 反光子系统组件产品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4. 4 . 2 反光组件和支架安装应按设计要求准确定位，反光组件 

与支架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4. 4. 3 反光子系统安装工序可按照本规程附录A 中图A. 0. 2 进

行 。

4 . 4 . 4 反光子系统组件调试合格后，方可固定反光组件及线缆， 

并安装连接件盖板。



4. 4. 5 反光子系统的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8的有关 

规定。

4. 4 . 6 反光子系统的防雷接地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的有关规定。

4 . 5 散光子系统

4. 5 . 1 散光子系统组件产品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4 . 5 . 2 散光子系统基座与支架制作应满足设计要求，准确定位， 

可靠固定。

4. 5. 3 散光子系统安装工序可按照本规程附录A 中图A. 0. 3 进

行。

4 . 5 . 4 悬吊动力装置操作应安全、简便、可靠。

4 . 5 . 5 散光组件与悬吊支架连接应牢固，应有保证悬吊式散光 

组件安全的措施。

4. 5 . 6 散光子系统组件调试合格后，方可固定悬吊支架及悬吊 

动力装置。

4 . 5 . 7 散光子系统的电气装置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有关规定。

4 . 6 控 制 系 统

4 . 6 . 1 控制系统安装可采取挂墙电箱或专用配电装置，安装位 

置应避免其受雨、雪或盐雾等复杂环境下的侵蚀。

4 . 6 . 2 控制箱固定应牢固、可靠，安装高度宜为1 .5 m 。

4 . 6 . 3 控制箱内应走线清楚、接线整齐，标识清晰，连接可靠， 

并应采取防电磁干扰措施。

4. 6 . 4 风传感器安装可独立于追光、反光子系统，分不同班组 

进行。

4 . 6 . 5 风传感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在建筑采光追逐镜安装区域最高点处，宜高出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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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 3 0 0 m m 以上；

2 传感器应牢固固定在镀锌管上，并设置防雷接地措施。

4. 6 . 6 电气装置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 5 0 303的有关规定。

4. 6 . 7 电气系统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 1 6 9的有关规定。

4. 6 . 8 电缆线路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 0 168的有关规定。

4 . 7 安 全 要 求

4 . 7 . 1 施工现场应采取可靠的安全防护、防火措施，并符合施 

工组织设计或专项安全技术措施的要求。

4 . 7 . 2 高处作业及登高架设作业前，应对防护措施及个人安全 

防护用品进行检查。

4 . 7 . 3 进行洞口作业，有人与物坠落危险或危及人身安全的其 

他洞口进行高处作业时，应采取设防护栏杆、加盖件、张挂安全 

网等防护措施。

4 . 7 . 4 悬空作业处应有牢靠的立足处，并配置防护拦网或其他 

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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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试与验收

5. 0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投人使用前，应进行调试。

5 . 0 . 2 调试应包括组件调试、子系统调试和联动调试。

5 . 0 . 3 组件调试及子系统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追光、反光、散光组件的安装位置、方向、角度及高度 

应符合设计要求；

2 追光组件、反光组件转动幅度及范围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控制装置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4 风传感器位置正确，信号正常可靠。

5 . 0 . 4 联动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追光子系统应按设计要求自动追逐阳光，准确反射光线 

至反光子系统；

2 应根据光线强度、位置，调试反光子系统，反射组件反 

射光的位置应与散光组件位置一致；

3 散光子系统散光组件单片角度适宜，散射光线应均匀、 

柔和，建筑受光区不得出现眩光；

4 建筑采光追逐镜联动应正常可靠，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5 . 0 . 5 联动调试应根据系统参数和内外环境条件，按实际运行 

工况进行。

5 . 0 . 6 建筑采光追逐镜调试合格后，固定各子系统。

5 . 0 . 7 建筑采光追逐镜应按追光子系统、反光子系统、散光子 

系统、控制系统四个分项工程进行分项验收。

5. 0. 8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产品和组件进场时应核查出厂合格证 

和质量证明文件。

5 . 0 . 9 建筑采光追逐镜验收前，应完成下列隐蔽项目的现场 

验收：



1 . 预埋件或后置螺栓（或锚栓）连接件；

2 基座、支架与组件的连接件；

3 基座、支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点；

4 系统与主体结构之间的防水、保温构造；

5 系统防雷与接地保护的连接节点；

6 隐蔽安装的电气管线工程。

5 . 0 . 1 0 对影响工程安全和系统性能的工序，必须在本工序验收 

合格后方能进入下一道工序的施工。主要工序验收应包括下列 

内容：

1 有防水要求部位的防水验收；

2 独立基座的验收；

3 电气电缆预留管线的验收。

5. 0 . 1 1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验收应具备下列资料：

1 施工深化设计资料；

2 主要产品、设备、成品、半成品的出厂合格证明和质量 

证明文件；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调试和试运行记录；

5 使用、运行管理及维护说明书。

5 . 0 . 1 2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使用和维护应编制使用及维护方案， 

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维护和管理目的；

2 使用条件；

3 检查与维护部位；

4 检查与维护周期；

5 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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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建筑采光追逐镜安装工艺流程

A . 0 . 1 追光子系统安装工序可按照图A. 0 . 1 进行。

图A . 0 . 1 追光子系统安装工艺流程 

A. 0 . 2 反光子系统安装工序可按照图A. 0 . 2 进行。

图A . 0 . 2 反光子系统安装工艺流程



A. 0 . 3 散光子系统安装工序可按照图A. 0 . 3 进行。

图A . 0 . 3 散光子系统安装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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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 “不得”；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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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电 气 装 置 安 装 工 程 电 缆 线 路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范 》 

G B  50168

2 《电 气 装 置 安 装 工 程 接 地 装 置 施 工 及 验 收 规 范 》 

GB 50169

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5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6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24 

7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8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 

9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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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建 筑 采 光 追 逐 镜 施 工 技 术 规 程

JG J/T  295 -  2013

条 文 说 明



制 订 说 明

《建筑采光追逐镜施工技术规程》J G J / T  295 - 2 0 1 3经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20 13年 1 0月 1 1 日以第17 9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规程编制组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 

建筑采光追逐镜工程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有关先进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采光追逐镜施工技 

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 

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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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 0 . 1 随着世界能源危机的凸显，节能和环保问题成为世界性 

课题，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然能源和节能产品的利用 

成为一种趋势。建筑采光追逐镜就是一项利用太阳光进行照明的 

采光系统，它具备探测阳光、根据阳光角度调整转向的功能，最 

终将阳光反射进入指定区域。该系统是一套利用太阳光给建筑内 

部提供自然光采光而节约照明成本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环保节 

能。建筑采光追逐镜巳在部分建筑物内投入使用，并被证明效果 

良好。

为便于理解和掌握该系统的技术要求，规范该系统的深化设 

计、施工和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制定了本规程。

1 . 0 . 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建筑工程中使用建筑 

采光追逐镜，及在既有建筑物上改造或增设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深 

化设计、施工和验收。使用建筑采光追逐镜，作为充分利用自然 

光线、绿色节能的采光方式，其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然 

条件的限制，因此应与建筑常规的采光及照明方式相结合。既能 

提高建筑采光的节能效益，又能稳定地保证建筑的照明要求。

1 . 0 . 3 在既有建筑物上增设建筑采光追逐镜，可能会影响建筑 

物的结构安全，同时也容易造成建筑物其他使用功能的破坏，因 

此建筑采光追逐镜的设置应先通过建筑工程审批程序，并进行专 

项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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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是一套利用太阳光给建筑内部提供自然采 

光而节约照明成本的智能控制系 

统，它具备了探测阳光、根据 

阳光角度调整相应组件转向并 

最终将阳光反射进入指定区域 

的功能。该系统由追光子系  

统、反光子系统、散光子系统 

及控制系统四大部分组成。其 

中追光子系统自动追逐阳光，

最大程度地将光线反射至反光 

子系统，由反光子系统反射太 

阳光线至散光子系统，通过散 

光子系统的散射，以此实现建筑内部充足的太阳光智能采光（图

1、图 2)。

2 . 0 . 2 由追光组件、支架、基座及智能控制装置组成，作用是 

追逐太阳光线并将其反射至反光子系统。追光子系统是采光追逐 

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证阳光的充分利用，追光组件必须根据阳光角度调整 

自身角度。但是太阳运动轨迹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及时令是不同 

的，必须安装智能控制装置，以此探测感知阳光角度并指挥驱动 

装置实时调整追光组件角度。追光子系统一般通过三种方式探测 

阳光角度：第一种是根据天文历法计算建筑物所在地区的太阳轨 

迹，然后设定程序控制追光组件运动；第二种是通过传感器，实 

时探测太阳位置然后调整追光组件角度；第三种同时采用前两种 

方式。由于追光控制系统的工作性质，其对基座水平度及南北朝

/
>
/

/
f /

1 V

a 2

图1 建筑采光追逐镜平面示意 

1一追光子系统；2— 反光子系统；3—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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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建筑采光追逐镜剖面示意 

1_ 追光子系统；2— 反光子系统；3— 中庭；4一散光子系统

向等方面的要求很高，为此必须严格控制施工及安装精度，保证 

智能控制装置与追光组件正常联合工作，实现本系统的功能。

2 . 0 . 3 由反光组件、基座、支架及智能控制装置组成，与追光 

控制系统联动，通过智能控制装置控制、调整反光组件朝向、角 

度，从追光子系统获得最大程度的太阳反射光线，并将太阳光线 

反射到建筑内部或散光子系统。反光子系统镜片的角度由追光组 

件的角度以及光线下一步到达的位置确定。

2 . 0 . 4 由散光组件、支架、悬挂支架及控制装置组成，悬挂于 

建筑物内部，通过多组不同角度的棱镜镜片接受由反光子系统反 

射而来的太阳光线，并将太阳光线散射到建筑受光区域空间，使 

建筑采光柔和均匀。

2. 0. 5 〜 2. 0. 7 建筑采光追逐镜中各子系统的光学组件是接受反 

射、散射光线的部件，具体形式为单块镜片、多组镜片或棱镜 

镜片。

2. 0 . 8 风传感器是建筑采光追逐镜的重要组件，在使用现场风



速超过预先设定的风速时，它将自动阻止追光子系统、反光子系 

统中光学组件的转动，以保护建筑采光追逐镜的安全。

2 . 0 . 9 建筑采光追逐镜各子系统的动作及子系统之间的联动均 

通过控制系统的控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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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深化设计

3 . 0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正常使用的前提是系统的安全性，应结 

合建筑自身特点、所处地区的区域气候特征，在防火、防雷、抗 

风、抗震、电气安全、季节性使用等方面进行施工深化设计，并 

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

3 . 0 . 2 建筑采光追逐镜设计时，应结合建筑功能及建筑采光需 

求，综合考虑环境、气候、阳光资源、能耗、施工条件等因素的 

影响。根据工程建设程序，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施工深化设计应经 

工程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实施。

3 . 0 . 3 由于建筑主体结构在伸缩缝、沉降缝、防震缝等变形缝 

两侧会发生相对位移，建筑采光追逐镜及其组件跨越变形缝时容 

易遭到破坏，深化设计时应确保系统内各组件不跨越建筑变 

形缝。

3 . 0 . 4 深化设计应根据建筑采光追逐镜的组件形状、尺寸大小、 

安装方式、连接管线走向，以及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合理确定 

建筑采光追逐镜各组成部分在建筑中的位置。追光子系统位置要 

考虑能充分接受阳光、无遮挡、基座连接牢固。反光子系统的位 

置应考虑支架稳固、与追光子系统之间无遮挡。散光子系统是通 

过多组竖向散光棱镜的散射，实现光线照射至周围的受光区域， 

因此应具备通畅的竖向空间，便于散光子系统的设置。通常情况 

下，追光子系统、反光子系统可设置在屋面上，而通过在建筑物 

中设计中庭空间来满足散光子系统的空间条件要求。建筑采光追 

逐镜正常使用的前提是有通畅的光线通道，因此在光线通道上不 

应有任何物体或任何形式的遮挡。

3. 0 . 6 安装在建筑屋面、墙面或其他部位的建筑采光追逐镜， 

应满足该部位的承载、保温、隔热、防水及防护要求，并应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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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建筑采光追逐镜系统的安装应不影响屋面 

排水功能，不造成防水层破坏、引起局部积水、渗漏等影响屋面 

正常使用的情况。

3 . 0 . 7 根据各组成部分的设置位置，事先考虑系统各组成部分 

的荷载及其传递的荷载效应，进行专项设计，保证相关结构构件

的安全。

3 . 0 . 8 作为各子系统主要受力构件的基座、支架以及支撑金属 

件及其连接节点，都应具有承受系统自重、风荷载、雪荷载、检 

修荷载和地震作用的能力。追光、反光子系统由于有镜片组件， 

均有较大的受风面，受风荷载的影响较大，因此，应考虑风压变 

化对追光、反光子系统及其支架的影响，验算施工过程中基座、 

支架的抗滑移和抗倾覆能力，必要时可以采取加强措施。

3 . 0 . 9 在既有建筑上增设建筑采光追逐镜，组件、基座、支架 

等的重量会增加建筑荷载，安装施工过程也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和建筑功能，因此，必须进行建筑结构安全、防雷、防火等方面 

的检验和复核。

3 . 0 . 1 0 前期施工中未设置预埋件，或预埋件位置偏离过大，以 

及在既有建筑中增设建筑采光追逐镜系统时，可使用后锚固螺栓 

来进行连接。采用后锚固螺栓( 机械膨胀螺栓或化学锚栓) 时，应 

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连接的可靠性及安全性。另外，在地震设防 

地区使用后锚固螺栓，必须考虑其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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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 工

4 .1  一 般 规 定

4 . 1 . 1 应通过专项方案的制定及实施，让管理层、操作层等相 

关人员充分认识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施工流程及操作要点，指导、 

规范建筑采光追逐镜的施工流程及操作。

4 . 1 . 2 建筑采光追逐镜施工应按设计要求、施工组织设计或施 

工方案的要求进行，施工前应对其施工条件进行检查，对相关隐 

蔽工程进行验收，保证安装施工的顺利开展。

4 . 1 . 3 建筑采光追逐镜施工一般在土建工程完工后进行，因此 

应加强对已完成工程的保护。

4 . 1 . 4 在既有建筑上安装建筑采光追逐镜，首先应对建筑物的 

建设年代、结构状况进行调查，结合施工深化设计内容，选择可 

靠的施工方法，编制施工专项方案。

4 . 2 基座与支架

4 . 2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的组件是安装于支架上的。为保证支架 

安装牢固，同时不损害建筑面层，支架必须固定在预设的基座 

上。基座与支架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安装位置不准确将会影响系 

统组件的正常使用，也会造成支架偏移，影响结构安全。

4 . 2 . 2 为保证建筑采光追逐镜的稳定与安全，基座和支架与建 

筑主体结构连接应牢固，应由专业施工人员完成施工。

4. 2. 3 〜 4. 2. 5 基座有现场浇筑( 或砌筑) 的基座、预制基座、钢 

基座等形式。无论哪种形式，在安装施工中不得破坏屋面防水构 

造。如果发生需要揭开建筑面层做基座，可能破坏建筑原有的防 

水结构的情况，在基座完工后，对被破坏的部位应重新做防水。 

支架支座安装前，对于钢基座顶面及混凝土基座顶面的铁质

24



预埋件，都应进行防腐防诱处理。

4. 2 . 6 基座与支架上的光学组件有较大的受风面，应根据不同 

的现场安装条件，对施工中的基座与支架采取适宜的抗风、防倾 

覆措施。

4 . 2 . 7 为防止雷击、漏电伤人，钢结构支架应与建筑物接地系 

统可靠连接。

4 . 2 . 8 钢结构支架施工完毕，应按设计要求及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进行防腐施工。

4 . 3 追光子系统

4 . 3 . 1 对产品质量提出高要求，是充分发挥建筑采光追逐镜系 

统效能的基础。追光子系统的阳光自动追踪传感器应选用平均无 

故障小时满足设计要求的产品。

4 . 3 . 2 追光组件应按设计要求准确定位。追光子系统基座上一 

般设置有南北向标识，根据设计要求，屋面基座上前期也标志了 

南北向标识。安装时，两者应正确对应，才能保证追光子系统的 

正常使用。追光组件应可靠地固定在支架上，防止脱落、变形， 

影响其功能。

4 . 3 . 3 明确追光子系统安装的主要内容及相关要求。可利用支 

架下口螺丝的调整进行追光支架与基座连接件的调平。对于钢筋 

混凝土基座，先将支架移至基座上，用钻机依据基座上的开孔位 

置进行开孔。对于钢结构基座，将支架开孔位置与预留螺栓孔位 

对齐。

4 . 3 . 4 在初步固定好组件、基座后，应将追光子系统组件、基 

座的线缆清理并留置于外部，便于检查各子系统调试时接线是否 

正确。追光子系统的所有接线完成，并调试合格后，再按设计要 

求固定好线缆，安装盖板。

4 . 3 . 6 为防止漏电伤人、雷击损害，追光子系统的防雷接地装 

置应与建筑物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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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反光子系统

4 . 4 . 2 反光子系统支架安装时，应根据设计图纸提供的位置， 

利用测量仪器准确定位。反光支架与反光组件之间通过连接件可 

靠连接。

4 . 4 . 3 明确反光子系统安装的主要内容及相关要求。在预埋螺 

栓位置安装钢板，将钢板作为反光支架的传力件。反光支架一般 

为钢支架，在安装过程中应采取防倾覆措施。在反光组件与支座 

之间的连接件安装完成后，为了便于后期建筑采光追逐镜调试 

时，对反光组件位置、角度的调整，可利用螺栓将反光组件初步 

固定。

4 . 4 . 4 建筑采光追逐镜调试中包括反光组件的安装位置、方向、 

角度及高度等内容的调整，因此在建筑采光追逐镜调试合格后， 

再最终固定反光组件。

4 . 5 散光子系统

4 . 5 . 2 散光子系统是以悬吊形式使用，因此其基座、支架必须 

经过专项设计，制作也应满足设计要求。

4 . 5 . 3 明确散光子系统安装的主要内容。

4 . 5 . 4 悬吊式散光组件有坠落的可能，应确保其与支架的连接 

可靠，紧固件及防松零件齐全。

4 . 5 . 5、4. 5 . 6 散光组件的角度、位置安装前经过专门设计，但 

为保证其最终的使用效果达到设计要求，在系统调试中必须对其 

角度、位置进行调整。在建筑采光追逐镜系统调试完成并质量合 

格后，才能进行散光组件的最终固定。

4 . 6 控 制 系 统

4. 6 . 1 控制系统一般设置在控制箱内，可在追光子系统、反光 

子系统及传感器附近，采取挂墙方式安装或配置专门的电箱位 

置。必须正确选取控制箱的设置位置，防止其受恶劣自然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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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4. 6 . 5 风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及高度均应为其正确感应风的方向 

及强度提供便利。因此，传感器必须安装在建筑采光追逐镜系统 

安装区域的最高点处，且应高于周边的设施。工程中，通常采用 

经加工的“T ”字形或“L ”形的 H Q 镀锌管作为传感器的支架（支 

撑），便于传感器的牢固固定。

4. 6. 6 〜 4. 6. 8 控制系统中包括强电及弱电安装，必须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

4 . 7 安 全 要 求

4. 7 . 1 〜 4. 7 . 3 建筑采光镜安装施工中，可能涉及高处作业、洞 

口作业及悬空作业，有人与物坠落的危险，部分安装工作存在火 

灾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在施工现场采取安全措施，安全要求也应 

在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安全技术措施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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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试与验收

5 . 0 . 1 建筑采光追逐镜工程竣工验收前，系统调试是不可缺少 

的环节。通过调试可以检查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部分组件的最 

终固定也在调试合格后进行。

5 . 0 . 2 结合建筑采光追逐镜系统的构成，系统调试可以分为三 

个层次进行：组件调试、子系统调试和联动调试。前一层次的调 

试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层次的调试。

5 . 0 . 3 明确建筑采光追逐镜各组件调试及子系统调试的主要工 

作内容。

5 . 0 . 4 明确建筑采光追逐镜联动调试的主要内容。应在各组件、 

子系统调试和试运行合格后，方可进行建筑采光追逐镜的联动 

调试。

5 . 0 . 5 建筑采光追逐镜联动调试，应根据系统参数和内外环境 

条件，针对各子系统间在实际工况下的运行效果而进行。

5 . 0 . 7 建筑采光追逐镜按追光子系统、反光子系统、散光子系 

统、控制系统四个分项工程进行分项验收，以利于施工组织及质 

量控制。

5 . 0 . 1 0 为确保建筑采光追逐镜工程质量，避免返工，要求对影 

响工程安全和系统性能的工序，必须在前一道工序完成且质量合 

格后方能进行下一道工序。

5 . 0 . 1 1 验收资料应确保齐备。

5 . 0 . 1 2 明确建筑采光追逐镜使用和维护方案的主要内容。在建 

筑物中设置的建筑采光追逐镜，应根据其设置部位、运行状况、 

环境条件等编制使用及维护方案，确保建筑采光追逐镜的采光效 

率能充分发挥。建筑采光追逐镜的采光效率受镜片清洁度的影 

响，同时考虑到维修的需要，必须为清洗镜片设置附属设施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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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学组件的镜面和透射玻璃顶盖的定期清洁，镜面组件、连 

接件、悬吊支架的牢固性，系统防雷接地的可靠性，控制系统的 

有效性等均是检查与维护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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