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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三维展示

7.1 全站三维模型

点击“三维展示”选项卡下的全站三维模型命令。

提取设计方案中设定的支架及基础详细三维信息、电池板详细排布及组件排布，以

及当前图纸中整体支架、逆变器室等位置，自动根据当前的光伏场区总布置图生成全站

三维图纸。

注意：

生成三维支架模型前，要在支架基础里面保存设计方案，否则出不来。

7.2 三维展示

点击‘三维展示’面板下的‘三维展示’命令，位置如下图所示，对生成的三维模

型在巡游平台里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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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展示场景功能如下图所示：

7.2.1. 局部场景

显示不同工程场景三维展示

7.2.2. 场景设置

场景属性

场景基本信息展示，如下图所示

实时阴影

设置不同日期时间，查看山体和支架受太阳光照形成的阴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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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日期】：默认新建工程当年的冬至日

【纬度】：与工程纬度信息同步

阴影动画

【开始时间】：设置动画显示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设置动画显示结束时间

【显示时长】：阴影变化显示时间，如 30，则动画从开始时间至结束时间，显示为

30 秒

面积统计

地形分析成果根据不同地形统计面积，呈柱状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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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地形分析

地形分析在三维展示功能下使用，分析结果在实体三维地形中展示，更加形象真实。

点击【三维展示地形分析】，弹出如右对话框：

软件会通过界面设置的条件，计算出满足光照的区域，进行划分，给设计

人员布置光伏方阵提供依据。

时间设置：日期可自由设置，不同日期计算出的阴影范围不一样，一般选

择冬至日，冬至日日照时间最短。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一天内需要光照的时间点。

纬度：当地区域的纬度。

计算设置：

采样时间（分钟）：计算机内部进行分析计算的时间间隔，数值越小，计算

越精确，但是有的时间越长。

阴影遮挡时长（时）：可布置区域内阴影遮挡时长设置，当允许阴影时长满

足在 2h 以内的区域作为可布置区域时，阴影遮挡时长填 2。

离地高度：表示预计方阵布置离地面高度，不同数值计算出的阴影范围不

一样。

施工极限坡度%：山体坡度超过设定值时，视为不可布置区域。

坡度：指地形坡度与水平面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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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分析：

点击命令，根据上述所设置条件，进行计算，找出能布置的地形范围；

显示设置：

可利用地形：根据设定条件，找出满足条件的可布置区域，用蓝色显示。

山体阴影区域：计算地形存在自然遮挡的地方，深灰色显示，该区域不进

行布置。

可以通过勾选目录树内区域，查看显示成果。

7.2.4. 坡度查看

此功能主要查看三维地形坡度信息，点击任意地形位置即可查看选择地形

点的坡度、东向坡度和南向坡度信息。

7.2.5. 区域划分

区域划分内容包括手动划分和自动划分，根据工程所在地形的经纬度，日照时间和

支架布置形式，计算出每个地形布置支架间距，根据间距设定的一些参数，将一些相邻

间距的地块生成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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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设置，按真太阳时时间做分析，经纬度同步当前工程经纬度。

分析设置：设置分析参数

布置形式：选择当前工程任意布置形式，按照选择的布置形式模拟布置，分析每块

地形上产生的阴影，计算间距，用不同颜色显示区分不同间距。

倾角、方位角：同步选择的布置形式的倾角，方位角功能暂时未开通，默认是 0.

区域分析：按照时间设置和分析参数设置，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按照设定的间距颜色显示，如下图

间距：可以修改，表示间距小于 0.5m 的区域，显示颜色为颜色设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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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按照上述分析参数设置，得出间距小于 0.5m 的区域面积是多少

占比：按照上述分析参数设置，得出间距小于 0.5m 的区域面积占全部地形面积的

比值。

颜色：显示设置，不可修改。

间距划分：按照设定的间距值，将不同间距划分至一个区域，用其他颜色显示出来，

如下图所示：

间距默认是空，第一次使用需要单独设置间距数值。选择生成区域，将设定间距范

围内的区域自动合并至一个区域。

手动划分：在区域分析或者间距划分的基础上，手动划分特定区域。选择手动划分，

鼠标左键选点框线，右键自动形成一个封闭区域。按 esc 键结束本次划分，生成的数据

存在工程文件目录下的 shp 文件中，在二维设计选择显示分析结果即可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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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显示

二维中显示分析成果

划分区域超出红线边线时，自动删除红线外区域，保留红线范围内划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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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工划分区域有重叠部分时，自动删除后划分区域与前划分区域相交的部分，保

证之前划分区域的完整。

区域编辑

生成的区域若不满足要求，可二次手动编辑区域，包括拖拽区域的边线顶点、拉伸

区域边线、增加区域顶点。

拉伸顶点：选择区域边线，区域边线整体显示亮显，顶点突出显示，鼠标放在顶点

上，可直接拖拽，即可改变点的位置。

拉伸线：选择区域边线。区域边线整体显示亮显，每条线的中心点突出显示实心长

方形，鼠标放在线段中心点上，可拖拽线段至任意位置，与此线相邻的两个线段随之改

变位置，形成新的区域边线为直线。

添加顶点：选择区域边线，区域边线整体显示亮显，每条线中心点和交点突出显示，

将鼠标放在区域边线中任意一段线段中心点位置，右侧浮窗显示添加点，选择添加点后，

默认在方才鼠标放在线段处添加点，随着移动鼠标位置，新形成区域边线为直线。

删除区域

选择区域边线，直接按 del 或点删除区域按钮进行删除。

7.3 PV 接口

该功能是将已经完成编号的发电单元的设备参数、模型数据导出为 PVsyst 软件可识

别的 PAN、OND、SHD、PRJ、VCx 等格式的文件，以方便导入至 PVsyst 软件中进行仿真

计算。但并非所有设计的发电单元都可以导出至 PVsyst 软件中，能导出的发电单元，

需要保证该发电单元中所有支架使用的是同一种组件和同一种逆变器，否则会跳过该发

电单元，并给出错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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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三维展示’面板下的‘PV 接口’命令，位置如下图所示。

导出形式分别为“DAE 文件”、“PVsyst 工作区”和“PVsyst 压缩包”

支架模型精细程度，单个平面表示支架即为一个单面，在 PV 中运行速度快；完整模

型表示支架是三维状态，模型显示更加精细，在 PV 中运行较慢。

地形模型显示设置，当选择 DAE 文件时，只能导出独立的 CSV 文件，当选择 PVsyst

工作区或 PVsyst 压缩包形式，可以选择导入 PVsyst 场景中或单独导出 CSV 文件。

7.3.1. DAE 文件

只导出发电单元的模型数据，不包含设备的参数信息，要进行仿真计算还需要再

PVsyst 中完成其他的一系类配置。当导出的模型多且复杂多时，DAE 文件体积非常大，

导致导入 PVsyst 的三维场景中会非常慢，因此导出 DAE 文件中时，导出的模型精细程

度，建议选择单个平面。

将工程导出 DAE 文件，导入 PV 软件计算发电量。选择导出目录路径，选择需要导出

的发电单元，确定即导出支架模型 DAE 文件和地形模型 CSV 文件。

打开 PV 软件，新建项目，打开配置方案的“近处遮挡”。选择“建模/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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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导入，分别导入“三维场景 DAE”和“地面数据 CSV”。导入结果如下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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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方案系统设置

选择组件和逆变器型号，输入串联组件数和并联组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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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组件数填写导入工程在 PDP 设置布置形式的组件串块数。

并联组串数，查看系统概览中的整个系统朝向的三维阴影厂区的板块数量。

7.3.2. PVsyst 工作区

PVsyst 工作区：这种方式将导出发电单元内的气象数据、设备信息和支架模型。导

出成功后，需要将 PVsyst 软件的工作区切换到导出目录。由于数据中只存储了各个气

象站的月度气象数据，缺失小时的气象数据，因此导出至 PVsyst 工作区的 MET 文件只

包含月度气象数据，需要用 PVsyst 小时气象数据合成工具生成并替换掉已有的 MET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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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某些型号的逆变器缺失效率曲线参数，PVsyst 工作区会检测到此错误，因此需要在

逆变器参数修改界面生成默认的效率曲线参数。

在 PVsyst 中操作流程

①打开 PV 软件，切换工作区

②使用月度数据生成小时的气象数据文件

注意下图步骤三选择橙色的是导入月度，不选择绿色，绿色导入是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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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图中文件名称必须修改为站点名称。

③生成逆变器的效率曲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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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打开并网系统，加载项目，进行仿真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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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PVsyst 压缩包

PVsyst 压缩包：导出的内容同 PVsyst 工作区方式一样，只是将所有导出的文件打

包成 zip 压缩包。使用 PVsyst 的导入项目功能可以将导出的 zip 压缩包导入至已有的

工作区中。

在 PVsyst 中操作流程

①导入项目，选择 PDP 中导出的“PVsyst 压缩包”，格式为 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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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使用月度数据生成小时的气象数据文件

注意下图步骤三选择橙色的是导入月度，不选择绿色，绿色导入是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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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图中文件名称必须修改为站点名称。

③生成逆变器的效率曲线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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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打开并网系统，加载项目，进行仿真模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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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气象数据

如果数据库中存在多种不同来源的气象数据，用户可以通过下拉框选择指定来源的

气象数据

7.3.5. 支架模型精细程度

 单个平面：发电单元内每个支架，只导出一个整体的光照接受面模型

 完整模型：导出发电单元内的完整的支架模型，包括组件模型、钢架模型和基础模型等

7.3.6. 地形模型

 CSV 文件：将发电单元所在的范围内的地形导出至 CSV 文件中。PVsyst 三维场景支持 CSV 格

式的地形导入，但这种方式是由 PVsyst自行生成的地形三角网，在地形边缘处会产生难看的

狭长三角形，特别是当导出的多个发电单元没有紧邻时，此情况更为严重。

 写入 PVsyst场景文件：将发电单元所在的范围内的地形直接写入至 PVsyst 场景文件。由于地

形三角网是由 PDP 平台构建，且去除了狭长三角形，地形模型更为美观。但缺点是导致 PVsyst
场景文件较大，打开三维场景时会略微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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