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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温室工程标准制订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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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括了我国温室工程标准化的历程和现状, 强调提出制订我国温室工程标准应充分考虑幅员辽阔, 气候类

型多样的国情, 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模式, 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标准化体系, 并提出温室专业名词标准和企业

标准的制订应当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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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

段, 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提高工农业产品质量和

工程建设水平, 规范市场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等方

面都有重要作用。法国标准化协会专家 J·C·库蒂

埃对标准化作用和意义曾做过精辟的概括, 他指出:

“标准化在无秩序的社会里是建立秩序的因素, 在一

个浪费的世界里是一个节约的因素, 在一个分裂的

世界里是一个统一的因素。”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一

个国家, 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标准化, 就无法持续地发

展和生存。因此, 推行标准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技

术经济政策, 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推动科技进

步都有重要的意义。

“九五”国家科技部实施的“工厂化高效农业示

范工程”, 提出了高效农业的新理念, 实践证明, 以温

室及其配套设施为主体的设施农业, 是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卓有成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设施种植、设施养殖, 科技含量高, 高产、高效, 受到

全国各地广大农村和农户的欢迎, 发展十分迅速。

我国已经加入W TO , 农产品和农业产业体系

要接受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考验, 尽快提高我国农业

生产过程的标准化质量管理水平, 实现农业生产产

品的优质生产, 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国际竞争能力,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必然要求。国家科技部副部

长邓楠在提出“十五”期间工厂化农业需加强的工作

中, 强调要加强工厂化农业的标准研究制定工作。工

厂化农业产品的标准要与国际接轨, 要和国内外市

场开拓紧密结合起来。

2　国内外有关温室标准制定与发展概况

国外温室工程发达的国家如荷兰、美国、日本等

都有从设计到施工的系列化标准, 如日本的《园艺设

施结构安全标准》[ 1 ]包含了“结构标准”(含设计标准

和施工标准)、“覆盖材料标准”、“防火安全标准”、

“维护管理标准”等; 美国的温室制造业协会

(N GM A )和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 (A SA E) 针对温室

设计分别颁布了会员标准[ 2, 3 ] , N GM A 的标准包含

了从结构设计、通风降温设计、加热负荷、防虫网设

计、遮阳保温拉幕系统设计、加热系统设计、电气控

制以及环境控制等系列化配套设计标准, 涵盖了温

室设计的各个方面, 其设计标准同时还包含了对未

来 使 用 管 理 的 规 范; 荷 兰 的 N EN 3859[ 4 ] 和

N PR 3860[ 5 ]分别规定了温室的结构设计和施工安装

标准; 欧共体还制订了欧洲联盟温室设计荷载标

准[ 6 ]。这些标准的颁布实施对促进温室结构设计以

及构配件的标准化、系列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为温室产业向外输出提供了保障。

我国的设施农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我国才开始设计建造塑料大棚。

早期的塑料大棚主体结构类型众多, 有竹木结构、钢

筋混凝土结构、钢筋焊接结构等, 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初期, 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设计开发了薄壁

钢管骨架塑料大棚, 并于 1984 年主持起草了塑料大

棚国家标准《农用塑料棚装配式钢管骨架》[ 7 ] , 首次

使设施农业工程有了自己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制定,

为塑料大棚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打下了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国先后建立了 22 家温室大棚生

产厂, 塑料大棚面积从北方向南方辐射, 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 全国发展到了 5 万多 hm 2, 为我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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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子工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彻底解决北方地区冬季生产蔬菜的问题,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一些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一

直在研究和开发加温温室。在此期间, 国内也先后从

发达国家引进了 20 多 hm 2 现代化大型连栋温室。

由于对现代化温室的认识不足, 引进的温室主要是

其建筑主体硬件, 对温室的生产管理技术和生产品

种等软件没有配套引进, 导致我国引进大型温室在

生产应用中几乎均遭失败, 因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前, 大型连栋温室在我国没有什么发展[ 8 ]。尽管如

此, 科研部门对大型连栋温室的研究从未停止。1992

年农业部质量标准司委托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

制定了国家标准《双坡面玻璃温室技术条件》, 并于

1993 年通过专家鉴定。但由于当时正值大型连栋温

室发展的低潮, 该标准尚未颁布实施。

与此同时, 为解决北方冬季蔬菜生产的需要, 一

种具有我国特色的日光温室异军突起。由于它基本

上没有二次能源消耗, 运营成本低, 并且可就地取

材, 温室的建造费用较低, 很容易被广大农民所接

受, 因此, 迅速在北方地区得到大面积推广, 使长期

困扰北方地区冬季新鲜蔬菜供应的问题得到解决。

目前, 北方地区冬季的鲜菜供应, 乃至江淮地区冬季

新鲜喜温果菜均主要依赖日光温室生产。

为了适应日光温室快速发展的需要, 农业部质

量标准司在 1992 年委托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

负责起草《日光温室性能检验与验收标准》, 该标准

在通过专家评审后, 由于农业部机构调整, 没有及时

报批。在此期间, 农业部也将“日光温室结构性能优

化”列为“八五”重点攻关研究项目, 在探讨日光温室

温光机理的同时结合结构优化对日光温室风雪荷载

的标准取值及其计算方法进行研究[ 9 ] , 但未形成标

准。直至 1998 年, 由北京市农机鉴定推广站和农业

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再度提出制定日光温室标准的立

项申请, 被农业部批准列入 1999～ 2000 年度计划,

并由该两单位负责起草。标准稿吸收了近年来日光

温室的最新发展, 经过 2 年的工作, 于 2001 年通过

了专家评审, 目前正在报批之中。

日光温室虽具有建造成本低, 运行费用小的特

点, 但同时也存在操作空间小、环境调控能力差、土

地利用率低、应对恶劣气候的能力差等弱点, 为适应

国内外市场对高品质果菜和花卉的生产要求, 特别

在我国加入W TO 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今天, 日光

温室必须进一步改造创新, 提高性能, 才能适应大发

展的要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发达国家温室技术进一

步成熟, 以色列连栋温室的引进, 又唤起了我国对现

代化农业生产的渴求, 激起了全国各地引进温室的

第二次热潮。在不到 5 年的时间里, 全国先后引进各

国温室总面积达 200 多 hm 2。这次引进强调和注意

了配套的温室品种和管理技术的引进, 并由国外温

室生产管理者进行指导, 促进了我国温室管理水平

的提高。同时, 国家科技部也将“工厂化农业”列入了

“九五”科技示范工程项目, 带动了一大批温室生产

企业和相关企业的建立, 把我国温室业推到了新的

发展阶段。

目前, 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全国范围内日

光温室和大型现代化温室迅猛发展, 国产连栋现代

化温室以超过 100 hm 2ö a 的速度增长, 日光温室在

北方地区基本普及, 已经成为西部开发设施农业项

目的主要建设内容。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问题也突

出暴露出来, 如温室市场混乱; 企业良莠不齐、产品

质量差别悬殊; 温室工程没有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用户的利益难以保证; 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虽有有识

之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提出过一些标准化的方

法和措施[ 10, 11 ] , 但只限于学术探讨, 没有形成政策

文件或标准法规。因此, 制订温室标准仍是迫在眉

睫, 并成为企业和广大用户最关注的问题。

2000 年农业部提出《温室建设标准》和《日光温

室建设标准》, 旨在加强对温室建设水平和建设投资

的宏观控制; 科技部提出, 从温室建设到温室产品生

产、加工、包装、流通等一系列环节实现标准化过程

管理。这些标准的制定和颁布实施, 将会极大地促进

我国温室业向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不仅使国内有法

可依, 而且有利于迈出国门, 走向世界。

3　标准制订必须结合中国实际

温室生产有很强的地域性, 受到地区气候条件

的制约。世界上几个温室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温室

的结构类型各具特色。如荷兰虽然地处高纬, 但因位

于大西洋之东岸, 系海洋性温带气候, 冬季不冷, 最

低气温为- 5℃, 夏季不热, 最高气温不超过 30℃,

但冬季光照弱, 降雪量大, 温室结构注重承载和采

光, 围护材料为玻璃, 冬季采暖费仅是温室生产运行

成本的 10% , 夏季一般不设降温设施, 通风窗比相

对较小, 仅 20%～ 23%。这种温室适合于气候温和,

四季温差较小的地区, 引入我国后普遍感觉通风面

积不够, 夏季降温困难, 冬季耗热量大。又如以色列

地处 32°N 亚热带荒漠气候区, 常年温暖, 干燥, 最

低气温在 0℃左右, 年降水量不足 300 mm , 日照充

足, 光照强, 采光和采暖均非主要问题, 温室的主体

结构相对高大, 对雪载考虑较小, 风载考虑较多, 采

暖设备相对简单, 而对通风考虑较多, 如强调机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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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限制温室宽度在 50 m 之内等等。同时围护材料

采用了一种透光性较差的高强度编织膜, 引入我国

后, 普遍存在透光不足, 冬季加热能耗大等问题, 甚

至遇到雪大的年份造成坍塌。20 世纪 60 年代, 美国

研究开发双层充气塑料温室, 这种温室比单层塑料

温室可节能 30%～ 40% , 但透光率却下降 10% 以

上, 这种温室仅适用于冬季光照强, 日照百分率高于

60% 的地区[ 12 ]。在美国这种温室分布较多的加利福

尼亚地区, 其 12 月份太阳辐射强度达到 34 kJ ö cm 2;

而我国的四川、贵州, 长江中下游地区冬季日照百分

率不足 50% , 东北地区地处高纬, 冬季太阳高度角

小, 光照弱, 如 1 月太阳辐射强度仅为 20 kJ ö cm 2 左

右。引入该类型温室, 普遍感到透光率不足。

我国是一个大陆性、季风性气候极强的国家, 冬

季严寒夏季酷热[ 13, 14 ]。1 月份我国各地气温较全球

同纬度地区低, 而且纬度越高, 低得越多; 7 月份气

温又比同纬度其他地区高, 也是纬度越高, 偏高越

甚, 要靠消耗大量能源来维持温室作物生育的适温,

无论冬夏, 其能源消耗比欧洲、日本大得多。冬季

667 m 2 的加热温室, 比欧洲、日本耗煤量要高出 1ö 2

～ 3ö 4, 所以荷兰采暖费仅占运行成本的 10% , 而我

国则高达 30%～ 50%。夏季正值我国的雨季, 雨热

同季也是我国气候的一大特点, 空气湿度大, 用于蒸

发降温的能耗也必然增加。因此, 我们不能照搬国外

的模式, 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订温室结构类

型及其配套设施的设计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 从南到北, 横跨南热带到北温带

等 9 个气候带和一个高原气候大区; 从东到西, 穿越

湿润、半湿润、干旱、半干旱和荒漠等 5 个气候区。多

样性的气候类型, 为发展温室产业提供了多样化的

光、热等气候资源的组合, 绝不应是一种模式, 要充

分发挥各地气候资源的优势, 避免不利气候因素的

影响。必须根据区域气候的特征和经济效益, 明确提

出我国最适宜、适宜、不适宜和极不适宜发展温室生

产的区域, 并提出各个适宜区内温室建设及配套设

施的标准。

4　温室工程专业名词的标准化

名词的标准化对制订温室工程的建设、设计、施

工及验收标准有直接关系, 专业名词标准的制订必

须先行。目前我国对温室工程的名词众说纷纭, 解释

不一, 对标准的制订带来诸多影响。

例如, 在温室分类方面, 有“原始型温室”,“土温

室型温室”,“改良型温室”,“发展型温室”和“荷兰型

温室”等说法。有的以加温和不加温为条件, 划分为

加温温室和日光温室。在温室定义方面, 有的认为温

室是“部分或全部屋面和墙身采用透光覆盖材料, 可

供冬季栽培作物的建筑设施”[ 15 ]; 有的提出“温室是

比较完善的保护地生产设备, 利用这种设备可以人

为地创造、控制适合蔬菜生育的环境条件, 而在寒冷

或炎热的季节生产蔬菜。”[ 16 ]; 也有的作者写道:“用

透明覆盖材料作外围护结构的建筑, 可让绝大部分

的太阳短波辐射透入, 使室内地面升温, 并阻止绝大

部分地面长波热辐射透出室外, 起到一个保温升温

的作用。这种能让绝大部分短波辐射进入而阻止绝

大部分长波辐射透出的蓄热升温的特点, 称‘温室效

应’。能产生温室效应的建筑, 称为温室”[ 17 ]。

关于温室工程方面的名词, 有的可套用建筑行

业的用词, 但某些用语, 有温室本身的特点。如日光

温室、玻璃温室、塑料温室、硬塑料温室、充气膜温

室; 双屋面、单屋面; 拱棚、中小棚; 连栋、单栋温室或

大棚等均有其特定的含义。作为承重骨架的立柱, 在

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名称, 目前各个公司或厂家称

呼不一; 温室的型号、规格及其表示方式, 各家有各

自的表示方法。由于没有标准用语, 往往给用户造成

困难, 如遮阳、遮阴混淆不清; 湿帘降温、湿幕降温、

湿垫降温、湿墙降温, 区别不开。众说纷纭, 按照各自

的理解作出不同的解释, 还没有标准管理部门的统

一定论。总之, 无论是引入其他行业已标准化的名

词, 还是制订本行业的标准专业用词, 最终均应有一

个权威性的名词或术语标准。

5　企业标准应该先行

企业的标准化是全国标准化工作的基础, 各类

标准都是在总结企业生产实践基础上制定的, 又由

企业在生产实践中贯彻执行。在《标准化法》中提出,

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要求的企

业标准, 在企业内部适用, 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编

制企业标准的过程, 也就是企业不断地改善和提高

技术水平的过程, 有利于企业对高新技术的积累和

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是企业练好内功的一项有力

措施。现在工程建设项目都要执行《招投标法》, 根据

国际市场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的惯例, 工程建设企业

参与国际建设市场竞争, 首先重要的是企业应当具

有适应工程承包需要的、代表本企业水平的企业标

准。因此, 制定企业标准为企业走向市场奠定了基

础。凡是有志于振兴我国温室工业的企业界必须重

视企业标准的制订工作, 在广泛制定、执行企业标准

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行业标准, 乃至国家标准的制订。

完善中国的温室工程标准体系, 使我国迅速发展起

来的温室产业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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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f W ork ing out Na tiona l Greenhouse Standards
Zhou C ha ng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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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 inese A cad em y of A g ricu ltu ra l E ng ineering , B eij ing 100026, Ch ina;

2. Ch inese S ociety of A g ricu ltu ra l E ng ineering , B eij ing 100026, Ch ina;

3. Ch ina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B eij ing 100094, Ch ina;

4. Ch ina A GRO 2E ng ineering Construction Cen ter, B eij ing 100026, Ch ina)

Abstract: T he paper expounded the ro le of standard iza t ion on m odern agricu ltu ra l greenhou se and review ed

the developm en t of greenhou se standard iza t ion in Ch ina. It is po in ted ou t tha t w o rk ing ou t a standard

system of greenhou se in Ch ina m u st be con sisten t in the d iversity of clim ate in the vast territo ry of Ch ina,

and tha t the specia lty term standards and en terp rise standards m u st be m ade first as tho se are basis of a ll

g reenhou se standards.

Key words: g reenhou se; engineering standards; w o rk ing ou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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