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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包

括：设置在种植土地一侧的支撑墙，在支撑墙的

顶部固定有与墙体等长的一排太阳能板，在支撑

墙的一面设置有引流槽，所述太阳能板呈倾斜状

设置，所述引流槽设置在太阳能板倾斜低的一

端，当有雨水流过太阳能板时，从太阳能板上流

下的雨水通过引流槽引流至土壤内。本发明提供

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突破了以往太阳能板只

能密集布设导致的利用率低的瓶颈，将其按其间

距布局在农业耕作土地上，一方面避免了正午太

阳直射对农作物的过度照射，一方面通过引流槽

可以充分利用降水资源为耕作土地进行灌溉，从

而使太阳能板得到了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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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种植土地一侧的支撑墙(2)，在

支撑墙(2)的顶部固定有与墙体等长的一排太阳能板(1)，在支撑墙(2)的一面设置有引流

槽(3)，所述太阳能板(1)呈倾斜状设置，所述引流槽(3)设置在太阳能板(1)倾斜低的一端，

当有雨水流过太阳能板(1)时，从太阳能板(1)上流下的雨水通过引流槽(3)引流至储水装

置或滴灌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每两块种植土地的中间

均安装有一个所述发电集雨设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在太阳能板(1)的四周铺

设有塑料薄膜(5)，利用塑料薄膜和太阳能板(1)共同组建构成温室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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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太阳能的利用方式之一就是

利用光伏板组件暴露在阳光下产生直流电来进行发电。然而，这种利用光伏板组件的形式

大多单一。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将太阳能板综合利用

的设备。

[0004] 一种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包括：设置在种植土地一侧的支撑墙，在支撑墙的顶部

固定有与墙体等长的一排太阳能板，在支撑墙的一面设置有引流槽，所述太阳能板呈倾斜

状设置，所述引流槽设置在太阳能板倾斜低的一端，当有雨水流过太阳能板时，从太阳能板

上流下的雨水通过引流槽引流至储水装置或滴灌系统。

[0005] 进一步地，如上所述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在每两块种植土地的中间均安装有

一个所述发电集雨设备。

[0006] 进一步地，如上所述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在太阳能板的四周铺设有塑料薄膜，

利用塑料薄膜和太阳能板共同组建构成温室大棚。

[0007] 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突破了以往太阳能板只能密集布设导致的利

用率低的瓶颈，将其按其间距布局在农业耕作土地上，一方面避免了正午太阳直射对农作

物的过度照射，一方面通过引流槽可以充分利用降水资源为耕作土地进行灌溉，从而使太

阳能板得到了高效利用。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发明发电集雨设备剖面图；

[0009] 图2为利用太阳能板改造成的温室大棚截面图；

[0010] 图3为发电集雨设备在耕作土地上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对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

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2]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包括发电集雨设备，所述发电

集雨设备包括：设置在种植土地一侧的支撑墙2，在支撑墙2的顶部固定有与墙体等长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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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太阳能板1，在支撑墙2的一面设置有引流槽3，所述太阳能板1呈倾斜状设置，所述引流槽

3设置在太阳能板1倾斜低的一端，当有雨水流过太阳能板1时，从太阳能板1上流下的雨水

通过引流槽3  引流至储水装置或滴灌系统。

[0013] 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突破了以往太阳能板只能密集布设导致的利

用率低的瓶颈，将其按其间距布局在农业耕作土地上，光照时间充足，，从而可以使植物光

合作用充分、而且避免正午太阳直射、充分利用降水资源的优势，既一方面避免了正午太阳

直射对农作物的过度照射，一方面通过引流槽可以充分利用降水资源为耕作土地进行灌

溉，从而使太阳能板得到了高效利用。

[0014] 优选地，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如图3所示，在每两块种植土地的中

间均安装有一个所述发电集雨设备。

[0015] 如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在太阳能板1的四周铺设有塑料

薄膜5，利用塑料薄膜和太阳能板1共同组建构成温室大棚。

[0016] 本发明根据太阳板的宽度设计高度，确保板下土地9-11点、15-17点的光照时间

(这个时间段，植物光合作用能力最强)；

[0017] 其次，太阳能板的集雨功能，保障板下作物生长需要(滴灌)及板池集雨；

[0018] 最后，冬春季节加挂附件(塑料膜)，转变成温室大棚，一方面可以通过和塑料膜一

起合并成温室，一方面利用太阳能板收集的热量提供给大棚，兼具太阳能、集雨、温室三项

功能。

[0019] 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综合利用设备，其太阳能板集雨蓄水功能还可以用到以下场

景：

[0020] 太阳能板下土地滴灌和装置蓄水；

[0021] 向高处坡耕地蓄水装置调水。

[0022] 所述太阳能板发电的用途还包括以下方面：

[0023] 太阳能装置范围内的农业活动用电需求；

[0024] 把太阳能板集雨抽向高处坡耕地蓄水池的电泵用电(一般太阳能多安装在坡度较

小的部位，山区坡耕地面积比重较大)；

[0025] 温室大棚的温度调节用电。

[002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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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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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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