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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徽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公　告

第１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发布集贸

市场（大型超市）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等

１２１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批准“集贸市场（大型超市）公

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等１２１项安徽省地方标准，现予以公布。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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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方标准清单

序

号

地方标准

编　号
标准名称

代　替

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１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２２０２１

盒式螺栓连接多层全

装配式混凝土墙—板
结构技术规程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２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３２０２１

绿色建筑设备节能控

制技术标准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３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４２０２１

园林工程施工组织设

计规范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４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５２０２１

城镇燃气用户设施安全

检查和配送服务规范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５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６２０２１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

程技术标准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６
ＤＢ３４／Ｔ
１４６８２０２１

叠合板式混凝土剪力墙

结构施工及验收规程
ＤＢ３４／Ｔ
１４６８２０１１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７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７２０２１

复合保温隔声板楼屋

面工程技术规程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８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８２０２１

建筑外墙外保温工程

修缮技术规程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９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２９２０２１

既有住宅适老化改造

设计标准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１０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３０２０２１

装配式建筑评价技术

规范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１１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３１２０２１

城市污水处理厂节能

降耗运行技术规范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１２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３２２０２１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

处理处置技术规程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１３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３３２０２１

城镇道路人行道及附

属设施施工技术规程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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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

号

地方标准

编　号
标准名称

代　替

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１４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３４２０２１

装配式住宅统一模数

标准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１５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３５２０２１

机制砂应用技术规程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１６
ＤＢ３４／Ｔ
３８３６２０２１

城镇综合管廊施工与

质量验收规程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１７
ＤＢ３４／Ｔ
１８７４２０２１

装配式混凝土住宅设

计标准
ＤＢ３４／Ｔ
１８７４２０１３

２０２１０１２５２０２１０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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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下达２０１８年第三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函》（皖市监

函〔２０１９〕５１０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近年来安徽省外墙外保温工程实践和研究成果，参考了国

内、国际有关先进标准和工程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及

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８章，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

规定；４系统及其组成材料；５设计；６施工；７工程验收；８使用

与维护。

本标准由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管理，由合

肥市绿色建筑与勘察设计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合肥市绿色建筑与勘察设计

协会《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编制组（地址：合肥市

瑶海区铜陵北路５６９号，邮编：２３００１１，邮箱：２４１１３４３８８０＠ｑｑ．

ｃｏｍ）。

主 编 单 位：合肥市绿色建筑与勘察设计协会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合肥神舟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铭源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百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新起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金刚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绿归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候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福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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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置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誉扬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皖邦塑业有限公司

安徽贝安居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庞大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旌德县南关玻纤厂

安徽隆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市秋华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维华诗新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铭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瑞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天道新型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宏达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海志达通风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春江保温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德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汇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桦淞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万里绝热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建筑质量安全监督站

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

安徽众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院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参 加 单 位：安徽省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中铁合肥建筑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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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合肥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巢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滁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站

合肥市蜀山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肥西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长丰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阜阳市建筑节能协会

蚌埠市建筑业协会

主要编写人员：甄茂盛　陈　刚　鲁长权　庞士煜　王俊贤

章茂木　颜志仁　曹丽荣　张庆宇　詹炳根

安毅亭　张羽千　薛黎明　陶双龙　任　禄

郭　峥　张家平　甄　诚　章　骅　关朝江

王庆生　高欣运　宋东奇　吕宗平　王　兵

张　磊　万普华　王福林　张　峰　郑　鹏

孙建芳　王巧春　吕德春　许良前　方　兵

庞玉芹　刘成义　葛追娜　王耀贤　张嘉芮

程　昊　靳快乐　高太来　杨华亮　范　伟

黄　郑　张金海　束青华　鲁家志　管金国

任　雨　吴若然　巩　建　张殿楼　姚　迪

许勇根　周晓伟　章　琛　肖方初　刘　从

顾丽丽　耿海燕　王　娟

主要审查人员：杨西伟　徐　强　许锦锋　游劲秋　朱传晟

刘　静　梁德江　方　明　邱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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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１ 总　则 １………………………………………………………

２ 术　语 ２………………………………………………………

３ 基本规定 ７……………………………………………………

４ 系统及其组成材料 １０…………………………………………

４．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４．２ 系统性能要求 １１………………………………………………………

４．３ 保温板性能要求 １３……………………………………………………

４．４ 配套材料技术要求 ２２…………………………………………………

５ 设　计 ３６………………………………………………………

５．１ 一般规定 ３６……………………………………………………………

５．２ 构造设计 ３７……………………………………………………………

５．３ 防火安全设计 ４３………………………………………………………

５．４ 抗风荷载设计 ４５………………………………………………………

５．５ 构造安全设计 ４８………………………………………………………

５．６ 热工设计 ５１……………………………………………………………

６ 施　工 ５３………………………………………………………

６．１ 一般规定 ５３……………………………………………………………

６．２ 施工准备 ５５……………………………………………………………

６．３ 施工要求 ５６……………………………………………………………

７ 工程验收 ６４……………………………………………………

７．１ 一般规定 ６４……………………………………………………………

７．２ 主控项目 ６７……………………………………………………………

７．３ 一般项目 ７１……………………………………………………………

８ 使用与维护 ７３…………………………………………………

附录Ａ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和配套部品出厂检验

７５………………………………………………………

１１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Ｂ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和配套部品包装、运

输及贮存 ７６……………………………………………

附录Ｃ 系统拉伸粘结强度现场试验方法 ７８…………………

附录Ｄ 石墨匀质保温板面密度偏差试验方法 ８０……………

附录Ｅ 锚栓抗拉承载力平均值试验方法 ８１…………………

附录Ｆ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 聚合物有效

成分检测方法 ８２………………………………………

附录Ｇ 耐碱玻纤网布耐碱性快速试验方法 ８６………………

附录 Ｈ 系统常用配件 ８７………………………………………

附录Ｊ 建筑热工计算 ８９………………………………………

附录Ｋ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主要节点做法示意 ９２……………

附录Ｌ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进场材料复验项目 ９８……………

附录 Ｍ 隐蔽工程、检验批和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表 １００………

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０３……………………………………………

引用标准名录 １０４………………………………………………

条文说明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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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１…………………………………………

２ Ｔｅｒｍｓ ２………………………………………………………

３ Ｂａｓｉｃ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７…………………………………………

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ｅｎｔｓ １０……………………………………

４．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０………………………………………………

４．２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１１………………………………………………

４．３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３……………………………………

４．４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２………………………………………………

５ Ｄｅｓｉｇｎ ３６………………………………………………………

５．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３６………………………………………………

５．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３７……………………………………………………

５．３ ＦｉｒｅＳａｆｅｔｙＤｅｓｉｇｎ ４３…………………………………………………

５．４ 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Ｄｅｓｉｇｎ ４５…………………………………………………

５．５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Ｄｅｓｉｇｎ ４８……………………………………………

５．６ 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５１……………………………………………………

６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５３………………………………………………

６．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５３………………………………………………

６．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５５……………………………………………

６．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５６…………………………………………

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６４…………………………………

７．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６４………………………………………………

７．２ 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ｔｅｍｓ ６７………………………………………………………

７．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ｅｍｓ ７１………………………………………………………

８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７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Ａ Ｆａｃｔｏｒｙ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ｏ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ｃｃｅ

ｓｓｏ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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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Ｂ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ｆｏｒ

Ｃｏｍｐｏ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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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要求，保证工程质

量，做到安全耐久、技术先进、绿色环保、经济适用，制定本标

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内以混凝土、砌体为基层墙体的

新建、扩建和改建民用建筑中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设计、

施工与验收。

１．０．３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除应执行本

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２　术　语

２．０．１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

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将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通过施工或安装，固定在外墙外

表面上所形成的建筑构造实体，简称保温板外保温工程。

２．０．２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由保温板保温层、抹面层、饰面层和固定材料构成，并固定

在外墙外表面的非承重保温构造的总称，简称保温板外保温系

统。

２．０．３　保温板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用于外墙外保温工程中的保温板材的统称。

　　在本标准中专指用于外墙外保温工程的石墨模塑聚苯板、

石墨聚苯颗粒匀质改性防火保温板、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岩棉

板、岩棉条保温防火复合板、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板、泡沫玻璃

保温板、发泡陶瓷保温板（无釉面）、建筑用真空绝热板等工厂

制成的保温板材的总称。

２．０．４　基层墙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建筑物中起承重或围护作用的外墙墙体，可以是混凝土墙

体或各种砌体墙体。

２．０．５　外保温复合墙体　ｗａｌｌ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ｒ

ｒｎ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由基层墙体和外保温系统组合而成的墙体。

２．０．６　保温层　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ｙｅｒ

　　由保温板材组成，在外保温系统中起保温隔热作用的构造

层。

２．０．７　抹面层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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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在保温层上，中间夹有耐碱玻璃纤维网布，保护保温层

并起防裂、防水、抗冲击和防火作用的构造层。

２．０．８　饰面层　ｆｉｎｉｓｈｃｏａｔ

　　外保温系统的外装饰构造层。

２．０．９　防护层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抹面层和饰面层的总称。

２．０．１０　防火构造　ｆｉｒｅｐｒｏ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具有防止火焰沿外墙面蔓延和提高外墙外保温系统防火

性能作用的构造措施。

２．０．１１　石墨模塑聚苯板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ｍｏｌｄｅｄ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ｂｏａｒｄ

　　由可发性石墨聚苯乙烯珠粒经加热预发泡后在模具中加

热成型而制得的具有闭孔结构的石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材。

２．０．１２　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板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ｒｉｇ

ｉｄ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ｆｏａｍｂｏａｒｄ

　　以硬泡聚氨酯（包括聚氨酯硬质泡沫塑料和聚异氰脲酸酯

硬质泡沫塑料）为芯材，在工厂内制成的、双面复合聚合物水泥

砂浆界面层或纤维增强聚合物水泥砂浆卷材的板材，简称硬泡

聚氨酯保温板。

２．０．１３　岩棉板　ｒｏｃｋｗｏｏｌｓｌａｂ

　　以熔融火成岩为主要原料喷吹成纤维，加入适量热固性树

脂胶粘剂及憎水剂，经压制、固化、切割制成的板状制品。

２．０．１４　岩棉条　ｒｏｃｋｗｏｏｌｌａｍｅｌｌａ

　　岩棉板按一定的间距切割，翻转９０°使用的条状制品，其主

要纤维层方向与表面垂直。

２．０．１５　岩棉条保温防火复合板　ｒｏｃｋｗｏｏｌｌａｍｅｌｌ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ａｎｅｌｓ

　　以岩棉条为保温芯材，按照一定尺寸排列拼装，采用双面

涂刮抹面胶浆并通过滚压复合耐碱玻纤网布，或采用双面喷涂

聚氨酯胶并通过滚压复合纤维增强聚合物水泥砂浆卷材的预

制复合保温板材，简称岩棉条复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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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石墨聚苯颗粒匀质改性防火保温板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ｉｒｅ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ｗｉｔｈｇｒａｐｈｉｔｅｅｘｐａｎｄ

ｅｄｐｏｌｙｓｔｙｒｅｎ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以阻燃可发性石墨聚苯乙烯泡沫颗粒为保温基体，使用以

水泥为主的水硬性无机材料和处理剂为主要胶凝材料，经搅拌

混合，冷压成型、养护切割等加工工艺，在工厂内制成的、具有

保温隔热和防火功能的匀质板状制品。简称石墨匀质保温板。

２．０．１７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ｐｅｒｌｉｔｅ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ｏａｒｄ

　　以膨胀珍珠岩为主体材料，与以水泥为主的水硬性胶凝材

料、外加剂等混合后，经模压、养护工艺制成的保温板材。

２．０．１８　发泡陶瓷保温板 （无釉面）　ｆｏａｍｅｄｃｅｒ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

　　由无机多孔陶瓷材料在工厂经高温焙烧晶炻发泡制成的

轻质板状无釉面陶瓷保温板材。简称发泡陶瓷保温板。

２．０．１９　泡沫玻璃保温板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ｇｌａｓｓ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

　　由熔融玻璃发泡制成的、具有闭孔结构的硬质绝热板材。

２．０．２０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　ｖａｃｕｕｍ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ｅｌｓ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以芯材和吸气剂为填充材料，使用复合阻气膜作为包裹材

料，经抽真空、封装等工艺制成的，热封边应折叠在板材背面的

建筑保温用板状材料，又称真空绝热板（Ｂ类）。

２．０．２１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ｏｒｔａｒ

　　以水泥、砂、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以及添加剂为主要材料配

置而成，用以改善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粉煤灰砌块等基层墙体

表面粘结性能，增强界面附着力的处理剂。

２．０．２２　岩棉板专用界面剂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ｆｏｒｒｏｃｋ

ｗｏｏｌｂｏａｒｄ

　　由高分子聚合物乳液与助剂、填料等配置而成，喷涂或涂

刷于岩棉板表面，用以改善岩棉板与胶粘剂、抹面胶浆的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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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以及降低岩棉纤维、粉尘污染的界面处理材料。

２．０．２３　胶粘剂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

　　由水泥基胶凝材料、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以及填料和添加剂

等组成，用于基层和保温板之间粘结的聚合物水泥砂浆。

２．０．２４　抹面胶浆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ｃｏａｔｍｏｒｔａｒ

　　由水泥基胶凝材料、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以及填料和添加剂

等组成，具有一定变形能力，良好粘结、防水和成膜性能，与耐

碱玻璃纤维网布或热镀锌电焊网共同组成抹面层的聚合物水

泥砂浆。

２．０．２５　饰面砂浆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ｐｌａｓｔｅｒ

　　以无机胶凝材料、填料、添加剂和细集料所组成的用于建

筑墙体外表面装饰的材料。

２．０．２６　柔性饰面砖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ｔｉｌｅｆｏｒ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以高分子聚合物及无机非金属骨料为主要原料，通过专门

的生产工艺制成的具有一定柔韧性的轻质饰面块材。

２．０．２７　防火隔离带　ｆｉｒｅｂａｒｒｉｅｒ

　　由不燃保温材料构成，按水平方向设置在难燃保温板外保

温系统中用于阻止火焰在外保温系统内蔓延的带状构造。

２．０．２８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　ｇｌａｓｓｆｉｂｅｒｍｅｓｈ

　　表面经高分子材料涂覆处理的、具有耐碱功能的网格状玻

璃纤维织物，作为增强材料内置于抹面胶浆中，用以提高抹面

层的抗裂和抗冲击性能，简称耐碱玻纤网布。

２．０．２９　锚栓　ａｎｃｈｏｒ

　　由膨胀件和膨胀套管组成，依靠膨胀产生的摩擦力或机械

锁定作用连接保温板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的机械固定件。

２．０．３０　托架　ｂｒａｃｋｅｔ

　　由膨胀螺栓锚固于混凝土墙体、楼层梁或基础梁上，对外

墙外保温系统起支承和防止滑移作用的“Ｌ”型承托构件，采用

不锈钢、经氧化处理的铝合金或经热镀锌处理的金属制成。

２．０．３１　部品　Ｐａ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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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中起辅助作用的部品，如护角条、滴水

条、封口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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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保温板外保温复合墙体的保温、隔热和防潮性能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安徽省地

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１４６６和《公共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５０７６的规定。

３．０．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能适应基层墙体的正常变形而不产生裂缝或空鼓；

　　２　应能长期承受自重、风荷载和室外气候的反复作用而

不产生有害的变形和破坏；

　　３　在正常使用中或抗震设防烈度下不应发生脱落；

　　４　应具有防止火焰沿外墙面蔓延的能力；

　　５　应具有防止水渗透性能；

　　６　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化学稳定性；

　　７　在可能受到生物侵害（鼠害、虫害等）时，应具有防生物

侵害性能。

３．０．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各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应彼此相

容并具有防腐性，且符合以下规定：

　　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应具有耐久性，并与系统

耐久性相匹配；

　　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使用的各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应成

套供应。

３．０．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使用的各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应符

合设计要求及国家、地方现行节能设计标准和政策法规的有关

规定。严禁使用国家、地方明令禁止使用与淘汰的材料。

３．０．５　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条件下，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设计

使用年限不应少于２５年。

３．０．６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饰面层应选用涂料、饰面砂浆、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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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饰面砖等轻质饰面材料。

３．０．７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应有可靠的连接，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层墙体应进行界面处理，并采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

浆做防水找平层；

　　２　保温板应采用胶粘剂粘贴和锚栓锚固相结合的方式与

基层墙体连接，必要时应设置托架支承；

　　３　抹面层内应设置两层耐碱玻纤网布增强，并有防止水

渗入保温系统的措施；

　　４　外保温系统安全性的其它要求按照本标准第５．３节、

５．４节、５．５节的规定执行。

３．０．８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防火安全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

全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７２０的相关规定，有机类保温板外保温工程

还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应按照设计要求设置防火隔离带，防火隔离带保温板

燃烧性能等级应为Ａ级，导热系数不宜超过墙体保温板导热系

数的２倍，且应进行露点验算；

　　２　防火隔离带与外墙外保温组成材料应相容、配套。防

火隔离带应采用保温板材，并与墙体基层满粘，防火隔离带面

层材料应与外墙外保温面层材料一致；

　　３　保温板采用石墨模塑聚苯板时，其厚度不应大于

１００ｍｍ，其它有机类保温板的厚度限值可按照单位面积燃烧热

值相近原则推算。当有机类保温板厚度超过限值时，隔离带做

法应根据本条第６款的规定经试验确定；

　　４　有机类保温板施工裸露高度不得超过两层，裸露时间

不得超过２天；

　　５　施工方案中应明确防火隔离带的相关技术要求；施工

前应先行采用相同的材料、构造和工艺制作样板；

　　６　当防火隔离带组成材料、性能指标或设置方法不符合

本标准要求时，可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外保温系统防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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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试验，通过系统整体的火灾试验确定其安全性，符合要求后

方可选用。

３．０．９　石墨模塑聚苯板、石墨匀质保温板、膨胀珍珠岩保温

板、岩棉条复合板、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泡沫玻璃保温板、发泡

陶瓷保温板、真空绝热板（Ｂ类）等外保温系统的使用高度不应

超过１００ｍ；岩棉板外保温系统的使用高度应按本标准第５．４节

的规定，经抗风荷载设计确定。设计文件应有外保温系统抗风

荷载计算书。

３．０．１０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建筑出入口应设防护篷或挑檐；

采用涂装饰面外保温系统的建筑物周边人员经常活动及容易

到达的部位宜设宽度不小于２．０ｍ的绿化阻隔带。

３．０．１１　民用建筑外保温工程选用的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其使

用、防火、环保安全性应符合《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安全性评价

方法》ＧＢ／Ｔ３１４３５的规定。

３．０．１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宜选用通过建筑节能产品认证或

具有节能标识的产品。

３．０．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

设备，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审、鉴定。施工前对新采用的施

工工艺进行评价，并制定专项施工方案。

３．０．１４　当工程设计变更时，建筑节能性能不得降低，且不得

低于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３．０．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组织管理、环境保护

和资源节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ＧＢ／

Ｔ５０９０５的相关规定。

３．０．１６　检测数据的判定应采用国家标准《数值修约规则与极

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ＧＢ／Ｔ８１７０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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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及其组成材料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生产所采用的

各种原材料技术性能与环境指标应满足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

相关标准的规定。

４．１．２　外墙内外组合保温系统中，用于内保温的保温板应满

足《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３２５等现行相

关标准对其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

４．１．３　用于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保温板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浆料成型工艺制作的保温板应采用以水泥为主的水硬

性胶凝材料；

　　２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采用的膨胀珍珠岩应经裹壳处理；

　　３　石墨匀质保温板采用的石墨聚苯乙烯泡沫颗粒应为原

生料，粒径不应大于３．０ｍｍ，堆积密度不应小于１２ｋｇ／ｍ
３；

　　４　真空绝热板（Ｂ类）应为无边板，即长边热熔封边应设置

在板的背面居中，短边热熔封边应折起后粘结在背面；

　　５　岩棉条复合板所采用的岩棉条技术性能应满足《建筑

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ＧＢ／Ｔ２５９７５、《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

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的规定；

　　６　岩棉板的最小应用厚度不应小于４０ｍｍ；岩棉条复合

板、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石墨匀质保温板、泡沫玻璃保温板、发

泡陶瓷保温板的最小应用厚度不应小于３５ｍｍ；真空绝热板（Ｂ

类）的最小应用厚度不应小于１５ｍｍ；石墨模塑聚苯板、硬泡聚

氨酯保温板的最小应用厚度不应小于２５ｍｍ；

　　７　保温板的平面尺寸不应大于６００ｍｍ×９００ｍｍ，宜采用

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及以下尺寸。真空绝热板（Ｂ类）的平面尺寸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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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６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其他非标准规格板应按立面排版设计确定。

４．１．４　岩棉板两表面及板侧面均应使用配套的岩棉板专用界面

剂进行界面处理，界面处理剂主要性能应符合表４．４．８的规定。

４．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及主要组成材料的型式检验项目应

为本标准所列全部技术指标。当无明确规定时，型式检验报告

有效期不应超过２年。

４．１．６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出厂时，应进

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４．１．７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的包装、运输

及贮存应符合附录Ｂ的规定。

４．２　系统性能要求

４．２．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应按现行《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ＪＧＪ１４４的规定进行耐候性检验。经试验后的保温板外保温系统

不得出现空鼓、剥落或脱落、开裂等破坏，不得产生裂缝出现渗

水；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拉伸粘结强度应符合表４．２．１的规定，且

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层内（真空绝热板外（Ｂ类）保温系统除外）。

表４．２．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拉伸粘结强度

检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石墨模塑聚苯板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１０

石墨匀质保温板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１２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１２

岩棉板外保温系统 岩棉板破坏

岩棉条复合板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１０

硬泡聚氨酯保温板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１０

泡沫玻璃保温板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１２

发泡陶瓷保温板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１５

ＪＧＪ１４４

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系统，ＭＰａ ≥０．０８
ＪＧＪ／Ｔ４１６附录

本标准附录Ｃ

　注：岩棉板或岩棉条复合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拉伸粘结强度试样尺

寸为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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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其它性能应符合表４．２．２－１及表

４．２．２－２的规定。

表４．２．２－１　涂装饰面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抗冲击性

建筑物首层墙面及门窗洞口

等易受碰撞部位：１０Ｊ级，

建筑物二层及以上墙面：３Ｊ级。

耐冻融

性能
（３０次）

外　观
无可见裂缝，无粉化、空鼓、

剥落现象

拉伸粘结强

度，ＭＰａ

拉伸粘结强度符合表４．２．１要

求，且破坏部位应在保温层内

吸水量，ｇ／ｍ
２

≤５００

抹面层不透水性
浸水２ｈ，试样防护层内侧

无水渗透

防护层水蒸气渗透阻 符合设计要求

热阻，ｍ２·Ｋ／Ｗ
复合墙体热阻应符合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要求

ＪＧＪ１４４

７ 抗风压值，ｋＰａ

不小于工程项目的风荷载设

计值，抗风压安全系数Ｋ应
符合第５．４节的规定要求。

ＧＢ／Ｔ３６５８５

表４．２．２－２　幕墙内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抗冲击性 ３Ｊ级

２

耐冻融

性能
（３０次）

外　观
无可见裂缝，无粉化、

空鼓、剥落现象

拉伸粘结强

度，ＭＰａ

拉伸粘结强度符合表４．２．１要

求，且破坏部位应在保温层内

３ 吸水量，ｇ／ｍ
２

≤５００

４ 抹面层不透水性
浸水２ｈ，试样防护层内侧

无水渗透

５ 防护层水蒸气渗透阻 符合设计要求

６ 热阻，ｍ２·Ｋ／Ｗ
复合墙体热阻应符合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要求

ＪＧＪ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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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保温板性能要求

４．３．１　石墨模塑聚苯板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３．１的规定。

表４．３．１　石墨模塑聚苯板性能要求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２５℃），

Ｗ／（ｍ·Ｋ）
≤０．０３３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或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２ 表观密度，ｋｇ／ｍ
３

２０±２ ＧＢ／Ｔ６３４３

３ 压缩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 ＧＢ／Ｔ８８１３

４ 蓄热系数，Ｗ／（ｍ２·Ｋ） ≥０．３６ ＪＧＪ／Ｔ１２

５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６ 吸水率（体积分数），％ ≤３．０ ＧＢ／Ｔ８８１０

７ 尺寸稳定性，％ ≤０．３ ＧＢ／Ｔ８８１１

８ 熔结性
断裂弯曲负荷，Ｎ ≥２５

弯曲变形，ｍｍ ≥２０
ＧＢ／Ｔ８８１２．１

９ 透湿系数，ｎｇ／（Ｐａ·ｍ·ｓ） ≤４．５ ＱＢ／Ｔ２４１１

１０ 燃烧性能等级 Ｂ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注：断裂弯曲负荷或弯曲变形有一项能符合指标要求即为合格。

４．３．２　石墨匀质保温板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３．２的规定。

表４．３．２　石墨匀质保温板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干表观密度，ｋｇ／ｍ
３

≥１４０，≤１７０

２ 体积吸水率（ｖ／ｖ），％ ≤８

３
导热系数ａ（平均温
度２５℃），Ｗ／（ｍ·Ｋ）

≤０．０６０

４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０．２０

５ 抗折强度，ＭＰａ ≥０．２０

６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

度，ＭＰａ
≥０．１２

７ 软化系数 ≥０．７

ＪＧ／Ｔ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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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３．２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８ 干燥收缩率，％ ≤０．６ ＧＢ／Ｔ１１９６９

９ 蓄热系数ｂ
Ｗ／（ｍ２·Ｋ） ≥０．８ ＪＧＪ／Ｔ１２

１０
面密度偏差（密度不
均匀性），％

≤１０ 附录Ｄ

１１ 抗冻性ｃ
质量损失率，％ ≤５．０

抗压强度损失率，％ ≤２５．０
ＧＢ／Ｔ２０４７３

１２ 泛　霜 应无泛霜

１３ 抗返卤性 应无水珠、无返潮
ＧＢ／Ｔ３０１００

１４ 氯离子（Ｃｌ－），％ ≤０．１ ＧＢ／Ｔ１７６

１５ 燃烧性能等级 Ａ（Ａ２）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１６ 放射性核素限量
外照射指数Ｉｒ≤１．０

内照射指数ＩＲａ≤１．０
ＧＢ６５６６

　注：１　型式检验时，检测试样必须满足同批次、同材料、同工艺、同

规格和同密度要求；

２　非型式检验时，检验报告中应注明样品密度；

３　产品检测的成型养护龄期不应低于２８ｄ；

４　保温板中无机原材料不得采用氯氧镁水泥、硫氧镁水泥等

菱镁类气硬性材料为主的胶凝材料；

５　
ａ导热系数是在环境温度（６５±５）℃且连续烘干至少７２ｈ以

上至恒重状态时已测定其干密度值的样品上截取并按ＪＧ／

Ｔ５３６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测的数值。密度是指在环境

温度（６５±５）℃且连续烘干至少７２ｈ以上至恒重状态时检

测的干密度值；

６　
ｂ为有特殊要求时的检测项目；

７　
ｃ冻融循环为３０次；

８　用于室内保温工程时，应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

４．３．３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３．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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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３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干密度，ｋｇ／ｍ
３

≥２０１，≤２５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２ 体积吸水率（ｖ／ｖ），％ ≤８．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３ 憎水率，％ ≥９８．０ ＧＢ／Ｔ１０２９９

４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２５℃），Ｗ／（ｍ·Ｋ）
≤０．０６３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或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５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０．５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６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

强度，ＭＰａ
≥０．１２ ＪＧＪ１４４

７ 软化系数 ≥０．８ ＧＢ／Ｔ２０４７３

８ 干燥收缩率，％ ≤０．６０ ＧＢ／Ｔ１１９６９

９ 抗冻性ａ
质量损失率，％ ≤５．０

抗压强度损失率，％ ≤２５．０
ＧＢ／Ｔ２０４７３

１０
热浸强度损失率

（７０±２℃水煮，２ｈ），％
≤４０．０ ＪＧ／Ｔ４３５

１１
匀温灼烧性ｂ

（７５０℃，０．５ｈ）

线性收缩率，％ ≤８．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质量损失率，％ ≤２５．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１２ 蓄热系数ｃ，Ｗ／（ｍ２·Ｋ） ≥１．２ ＪＧＪ／Ｔ１２

１３ 泛　霜 无泛霜

１４ 抗返卤性 无水珠、无返潮
ＧＢ／Ｔ３０１００

１５ 燃烧性能等级 Ａ（Ａ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１６ 放射性核素限量ｃ
外照射指数Ｉｒ≤１．０

内照射指数ＩＲａ≤１．０
ＧＢ６５６６

　注：１　型式检验时，检测试样必须满足同批次、同材料、同工艺、同

规格和同密度要求；

２　非型式检验时，检验报告中应注明样品密度；

３　产品检测的成型养护龄期不应低于２８ｄ；

４　保温板中不应采用泡花碱等气硬性胶凝材料；

５　
ａ冻融循环为３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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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ｂ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用于防火隔离带时，必须进行规定的

匀温灼烧性检验；

７　
Ｃ 有特殊要求时的检测项目；

８　用于室内保温工程时，应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

４．３．４　岩棉板及岩棉条复合板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３．４－１、

４．３．４－２的规定。

表４．３．４－１　岩棉条和岩棉板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岩棉条
岩棉板

ＴＲ１０ＴＲ１５

试验方法

１ 密度，ｋｇ／ｍ
３

≥１２０ ≥１６０≥１８０ ＧＢ／Ｔ５４８０

２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２５℃），Ｗ／（ｍ·Ｋ）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０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仲裁法`）

或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３
压缩强度，

ｋＰａ

厚度＜５０ｍｍ ≥４０ ≥２０

厚度≥５０ｍｍ ≥６０ ≥４０
ＧＢ／Ｔ１３４８０

４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

强度，ｋＰａ
≥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５．０ ＧＢ／Ｔ３０８０４

５
横向ａ剪切强度标准值

Ｆτｋ，ｋＰａ
≥２０ － ＧＢ／Ｔ３２３８２

６ 横向ａ剪切模量，ＭＰａ ≥１．０ － ＧＢ／Ｔ３２３８２

７
吸水量（部分浸入），

ｋｇ／ｍ
２

２４ｈ ≤０．５ ≤０．４ ＧＢ／Ｔ３０８０５

２８ｄ ≤１．５ ≤１．０ ＧＢ／Ｔ３０８０７

８ 湿热抗拉强度保留率ｂ，％ ≥５０ ＧＢ／Ｔ３０８０８

９ 体积吸水率（全浸），％ ≤５．０ ＧＢ／Ｔ５４８０

１０ 质量吸湿率，％ ≤１．０ ＧＢ／Ｔ５４８０

１１ 憎水率，％ ≥９８．０ ＧＢ／Ｔ１０２９９

１２ 酸度系数，－ ≥１．８ ＧＢ／Ｔ５４８０

１３
渣球含量（粒径大于

０．２５ｍｍ），％
≤７．０ ＧＢ／Ｔ５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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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３．４－１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岩棉条
岩棉板

ＴＲ１０ＴＲ１５

试验方法

１４ 纤维平均直径，μｍ ≤６．０ ＧＢ／Ｔ２５９７５

１５ Ｋ２Ｏ和Ｎａ２Ｏ的含量，％ ≤５．０ ＧＢ／Ｔ１５４９

１６ 蓄热系数ｃ，Ｗ／（ｍ２·Ｋ） ≥０．７ ＪＧＪ／Ｔ１２

１７ 燃烧性能等级 Ａ（Ａ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注：１　
ａ横向是沿着岩棉条的宽度方向施加载荷；

２　
ｂ湿热处理条件为温度（７０±２）℃，相对湿度（９０±３）％，放

置７ｄ±１ｈ，（２３±２）℃干燥至质量恒定后测试；有要求时，

湿热条件下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保留率应不小于５０％。

３　
Ｃ 有特殊要求时的检测项目。

４　岩棉条ＴＲ１００密度不低于１２０ｋｇ／ｍ
３，岩棉板ＴＲ１０密度

不宜低于１６０ｋｇ／ｍ
３，ＴＲ１５密度不宜低于１８０ｋｇ／ｍ

３；

５　岩棉板的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试样尺寸为２００ｍｍ

×２００ｍｍ；

６　防护热板法为仲裁试验法；

７　有水蒸气透过性要求时，应满足：湿阻因子不大于１０，有标

称值时还应不大于其标称值；

８　有长期吸水量（部分浸入）要求时，应满足：岩棉板不大于

１．０ｋｇ／ｍ
２，岩棉条不大于１．５ｋｇ／ｍ

２；

９　当工程使用经界面处理的岩棉板时，涉及拉伸强度试验应

按同条件试样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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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４－２　岩棉条复合板性能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性能指标

岩棉条复合板
试验方法

１

聚合物水泥

砂浆与耐碱

玻纤网布复

合增强面层

单面复合面层

厚度，ｍｍ
２．０±０．５ ＧＢ／Ｔ５４８０

拉伸粘结强度（与
岩棉条），ＭＰａ

≥０．１０，且破坏部
位应位于岩棉条内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燃烧性能等级 Ａ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２

复合纤维增

强聚合物水

泥砂浆卷材

面层

单面复合面层

厚度，ｍｍ
１．０±０．２ ＧＢ／Ｔ５４８０

拉伸粘结强度（与
岩棉条），ＭＰａ

≥０．１０，且破坏部
位应位于岩棉条内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燃烧性能等级 Ａ２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３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２５℃），

Ｗ／（ｍ·Ｋ）
≤０．０４６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４ 单位面积质量，ｋｇ／ｍ
２

≤２０ ＧＢ／Ｔ５４８０

５

拉伸粘

结强度，

ＭＰａ

原 强 度 ≥０．１０，且破坏部
位应位于岩棉条内

耐水强度 ≥０．１０

耐冻融强度 ≥０．１０

ＪＧ／Ｔ２８７

６ 压缩强度，ｋＰａ ≥４０ ＧＢ／Ｔ１３４８０

７ 尺寸稳定性，％ ≤０．３ ＧＢ／Ｔ３０８０６

８
吸水量（部分浸入），

ｋｇ／ｍ
２

２４ｈ ≤１．０ ＧＢ／Ｔ３０８０５

２８ｄ ≤１．５ ＧＢ／Ｔ３０８０７

９ 燃烧性能等级 Ａ级 ＧＢ８６２４

　注：１　岩棉条复合板芯材应满足表４．３．４－１对岩棉条的性能规

定要求；

２　岩棉条复合板保湿层的厚度为岩棉条复合板芯材的厚度。

４．３．５　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３．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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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５　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聚合物

砂浆增

强卷材

单面复合面层

厚度，ｍｍ
１．０±０．２ ＪＧ／Ｔ４２０

拉伸粘结强度（与
硬泡聚氨酯保温

板），ＭＰａ

≥０．１０，且破坏部位
应位于硬泡聚氨酯

保温板内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２

硬泡

聚氨酯

芯材

密度，ｋｇ／ｍ
３

≥３５ ＧＢ／Ｔ６３４３

导热系数（平均温
度２５℃±２℃），

Ｗ／（ｍ·Ｋ）
≤０．０２４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或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尺寸稳定性（７０℃
±２℃，４８ｈ），％

≤１．０ ＧＢ／Ｔ８８１１

３

硬泡聚

氨酯

保温板

尺寸稳定性（７０℃
±２℃，４８ｈ），％

≤１．０ ＧＢ／Ｔ８８１１

吸水率（体积
分数），％

≤３．０ ＧＢ／Ｔ８８１０

压缩强度（压缩变
形１０％），ｋＰａ

≥１５０ ＧＢ／Ｔ８８１３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

抗拉强度，ＭＰａ

≥０．１０ＭＰａ，破坏
发生在硬泡聚

氨酯芯材中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弯曲变形，ｍｍ ≥６．５ ＧＢ／Ｔ８８１２．１

透湿系数，

ｎｇ／（Ｐａ．ｍ．ｓ）
≤６．５

ＧＢ／Ｔ１７１４６
干燥剂法

燃烧性能等级 Ｂ１ 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４．３．６　泡沫玻璃保温板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３．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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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６　泡沫玻璃保温板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密度，ｋｇ／ｍ
３

≥１４０，且≤１６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２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２５℃），

Ｗ／（ｍ·Ｋ）
≤０．０５８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或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３ 蓄热系数，Ｗ／（ｍ２·Ｋ） ≥０．６０ ＪＧ／Ｔ４６９

４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

强度，ＭＰａ
≥０．１２

５
吸水量（部分浸入，２４ｈ），

ｋｇ／ｍ
２ ≤０．３

６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０．５０

７ 抗折强度，ＭＰａ ≥０．５０

８ 透湿系数，ｎｇ／（Ｐａ．ｍ．ｓ） ≤０．０２５

９ 耐碱性，ｋｇ／ｍ
２

≤０．５

１０ 抗热震性

试样经３次试验后，

不得有裂纹、剥落、

断裂等破损现象。

１１

尺寸稳定性
（７０±２℃），

４８ｈ，％

长度方向

宽度方向

厚度方向

≤０．３

ＪＣ／Ｔ６４７

１２ 燃烧性能等级 Ａ（Ａ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１３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ＩＲａ≤１．０

外照射指数Ｉｒ≤１．０
ＧＢ６５６６

　注：１　用于室内保温工程时，应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

２　蓄热系数为有特殊要求时的检测项目。

４．３．７　发泡陶瓷保温板（无釉面）的性能应符合表４．３．７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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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７　发泡陶瓷保温板（无釉面）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密度，ｋｇ／ｍ
３

≥１３１，且≤１８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２
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２５℃±２℃），Ｗ／（ｍ·Ｋ）
≤０．０６５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或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３ 蓄热系数，Ｗ／（ｍ２·Ｋ） ≥０．８ ＪＧＪ／Ｔ１２

４ 抗压强度，ＭＰａ ≥０．４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５ 抗折强度，ＭＰａ ≥０．４０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６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

抗拉强度，ＭＰａ
≥０．１５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７ 体积吸水率，％ ≤３ ＧＢ／Ｔ５４８６

８
尺寸稳定性

（７０±２℃），４８ｈ，％
≤０．３ ＧＢ／Ｔ８８１１

９ 抗冻性
试验后无裂纹、无
剥落、无破损现象

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２

１０ 燃烧性能等级 Ａ１级 ＧＢ８６２４

１１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ＩＲａ≤１．０

外照射指数Ｉｒ≤１．０
ＧＢ６５６６

　注：１　用于室内保温工程时，应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

２　蓄热系数为有特殊要求时的检测项目。

４．３．８　真空绝热板（Ｂ类）的性能应满足表４．３．８的规定。

表４．３．８　真空绝热板（Ｂ类）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中心区域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２５℃±２℃），Ｗ／（ｍ·Ｋ）
≤０．００８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或

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２
穿刺后导热系数（平均温度

２５℃±２℃），Ｗ／（ｍ·Ｋ）
≤０．０３５

３ 穿刺强度，Ｎ ≥１５

４ 穿刺后厚度变化率，％ ≤１０

５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ｋＰａ ≥８０

ＧＢ／Ｔ３７６０８

６ 蓄热系数ｓ［Ｗ／（ｍ２·ｋ）］ ≥１．２ ＪＧＪ／Ｔ１２

１２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续表４．３．８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７

８

尺寸稳

定性，％

长度、宽度 ≤０．５

厚　度 ≤３．０
ＧＢ／Ｔ８８１１

９ 压缩强度，ｋＰａ ≥１００ ＧＢ／Ｔ８８１３

１０

湿热老

化性
（７０℃，

相对湿

度９０％，

２８ｄ）

老化后中心

区域导热系

数（平均温度

２５℃±２℃），

Ｗ／（ｍ·Ｋ）

Ⅱ型 ≤０．００８

老化后中心

区域导热系

数增量
（平均温度

２５℃±２℃），

Ｗ／（ｍ·Ｋ）

玻纤芯

材及其

他芯材

双面铝箔 ≤０．００３０

双面

镀铝膜

阴阳膜

其他阻

气隔膜

≤０．００５０

ＧＢ／Ｔ３７６０８

１１ 燃烧性能等级 Ａ级 ＧＢ８６２４

　注：１　试样应为同一规格完整的真空绝热板（Ｂ类）；

２　有要求时，面密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１０％；

３　对整板的保温性能有要求时，可进行有效导热系数的评估，

指标由供需双方商定；

４　对使用寿命有要求时，可进行使用寿命的评估，指标由供需

双方商定；

５　蓄热系数为有特殊要求时的检测项目。

４．３．９　用于有机类保温板外保温系统防火隔离带的外保温系

统及其组成材料的性能应满足《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

术规程》ＪＧＪ２８９和本标准第４章的相关规定。

４．４　配套材料技术要求

４．４．１　胶粘剂的拉伸粘结强度检验应符合《外墙外保温工程

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附录Ａ第Ａ．７节的规定。

４．４．２　胶粘剂与保温板的粘结在原强度、浸水４８ｈ且干燥７ｄ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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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耐水强度条件下发生破坏时，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板内。

胶粘剂的拉伸粘结强度及其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石墨模塑聚苯板外保温系统、石墨匀质保温板外保温

系统、岩棉条复合板外保温系统、泡沫玻璃保温板外保温系统、

发泡陶瓷保温板（无釉面）外保温系统、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板

外保温系统使用的胶粘剂性能应符合表４．４．２－１的规定；

表４．４．２－１　胶粘剂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强

度（与水泥
砂浆），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６０

耐水４８ｈ，干燥２ｈ ≥０．３０

耐水４８ｈ，干燥７ｄ ≥０．６０

２

拉伸粘结强

度（与保温
板），ＭＰａ

标准状态

应符合表４．２．１
的规定要求，且
破坏部位发生

在保温板内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不小于表４．２．１规

定值的０．６倍，且
破坏部位发生

在保温板内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应符合表４．２．１
的规定要求，且
破坏部位发生

在保温板内

３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４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ＪＧＪ／Ｔ７０

５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有效

掺合量，％
≥２．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６
压缩剪切胶粘原强度（仅适
用于泡沫玻璃保温板），ＭＰａ

≥０．３ ＪＧ／Ｔ４６９

　　２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胶粘剂性能应符

合表４．４．２－２的规定；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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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２－２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

胶粘剂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强

度（与水泥
砂浆）／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７０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０．５０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７０

２

拉伸粘结强

度（与膨胀珍
珠岩保温板）
／ＭＰａ

原强度
≥０．１２，破坏发
生在膨胀珍珠

岩保温板内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０．１０，破坏发
生在膨胀珍珠

岩保温板内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１２，破坏发
生在膨胀珍珠

岩保温板内

耐冻融强度
≥０．１０，破坏发
生在膨胀珍珠

岩保温板内

３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ＪＣ／Ｔ２５６６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４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ＪＧＪ／Ｔ７０

５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有效

掺合量，％
≥２．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３　岩棉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胶粘剂性能应符合表４．４．２

－３的规定；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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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２－３　岩棉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胶粘剂

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强

度（与水泥
砂浆），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６

耐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０．３

耐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６

２

拉伸粘结强

度（与岩棉
板），ｋＰａ

标准状态

ＴＲ１０
≥１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ＴＲ１５
≥１５，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耐水

强度

耐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ＴＲ１０
≥５，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ＴＲ１５
≥１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耐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ＴＲ１０
≥１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ＴＲ１５
≥１５，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３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４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ＪＧＪ／Ｔ７０

５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

有效掺合量，％
≥２．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４　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系统使用的胶粘剂性能应符

合表４．４．２－４的规定。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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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２－４　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系统使用的

胶粘剂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强

度（与水泥
砂浆）／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６０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０．３０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６０

２

拉伸粘结强

度（与真空绝
热板（Ｂ类））
／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０８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０．０６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０８

３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ＪＧＪ／Ｔ４１６

４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ＪＧＪ／Ｔ７０

５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有效

掺合量，％
≥２．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４．４．３　抹面胶浆的拉伸粘结强度检验应符合《外墙外保温工

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附录Ａ第Ａ．７节的规定。

４．４．４　抹面胶浆与保温板的粘结在原强度、浸水４８ｈ且干燥

７ｄ后的耐水强度条件下发生破坏时，破坏部位应位于保温板

内。抹面胶浆的拉伸粘结强度及其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石墨模塑聚苯板外保温系统、石墨匀质保温板外保温

系统、岩棉条复合板外保温系统、泡沫玻璃保温板外保温系统、

发泡陶瓷保温板（无釉面）外保温系统、硬泡聚氨酯复合保温板

外保温系统使用的抹面胶浆的主要性能应符合表４．４．４－１的

规定；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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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４－１　抹面胶浆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

强度（与保
温板），

ＭＰａ

标准状态

应符合表４．２．１的

规定要求，且破坏
部位发生在保温

板内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不小于表４．２．１规

定值的０．６倍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应符合表４．２．１的

规定要求，且破坏
部位发生在保温

板内

冻融后 ≥０．１０

２ 柔韧性（压折比） ≤３．０

３ 抗冲击性 ３Ｊ

４ 吸水量，ｇ／ｍ
２

≤５００

５ 不透水性（２ｈ）
试样抹面层内侧

无水渗透

６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７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８ 保水率，％ ≥８８
ＪＧＪ／Ｔ７０

９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

有效掺合量，％
≥３．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１０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

ＩＲａ≤１．０

外照射指数

Ｉｒ≤１．０

ＧＢ６５６６

　注：用于室内保温工程时，应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

　　２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抹面胶浆的主要

性能应符合表４．４．４－２的规定；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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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４－２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

抹面胶浆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

强度（与
膨胀珍珠

岩保温板）
／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１２，破坏发生
在膨胀珍珠岩保

温板内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０．１０，破坏发生
在膨胀珍珠岩保

温板内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１２，破坏发生
在膨胀珍珠岩保

温板内

冻融后
≥０．１０，破坏发生
在膨胀珍珠岩保

温板内

２ 柔韧性（压折比） ≤３．０

３ 抗冲击性 ３Ｊ

４ 吸水量，ｇ／ｍ
２

≤５００

５ 不透水性（２ｈ）
试样抹面层内侧

无水渗透

ＪＣ／Ｔ２５６６

６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７ 保水率，％ ≥８８
ＪＧＪ／Ｔ７０

８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

有效掺合量，％
≥３．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９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１０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ＩＲａ≤１．０

外照射指数Ｉｒ≤１．０
ＧＢ６５６６

　注：用于室内保温工程时，应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

　　３　岩棉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抹面胶浆的主要性能应符合

表４．４．４－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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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４－３　岩棉板外保温系统使用的抹面胶浆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强

度（与水泥
砂浆），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６

耐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６

２

拉伸粘结强

度（与岩棉
板）／ＫＰａ

标准状态

ＴＲ１０
≥１０．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ＴＲ１５
≥１５．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ＴＲ１０
≥５．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ＴＲ１５
≥１０．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ＴＲ１０
≥１０．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ＴＲ１５
≥１５．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冻融后

ＴＲ１０
≥１０．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ＴＲ１５
≥１５．０，破坏发
生在岩棉板内

ＪＧＪ１４４

３ 柔韧性（压折比） ≤３．０

４ 抗冲击性 ３Ｊ

５ 吸水量，ｇ／ｍ
２

≤５００

６ 不透水性（２ｈ） 试样抹面层内侧无水渗透

ＪＧ／Ｔ４８３

７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８ 保水率，％ ≥８８
ＪＧＪ／Ｔ７０

９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有

效掺合量，％
≥３．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１０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注：岩棉板的表面应采用符合表４．４．８规定的岩棉板专用界剂进

行界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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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系统使用的抹面胶浆的主要

性能应符合表４．４．４－４的规定：

表４．４．４－４　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系统使用的

抹面胶浆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

强度（真
空绝热板
（Ｂ类））
／ＭＰａ

标准状态 ≥０．０８

耐水

强度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２ｈ　
≥０．０６

浸水４８ｈ，

干燥７ｄ　
≥０．０８

冻融后 ≥０．０８

２ 柔韧性（压折比） ≤３．０

３ 抗冲击性 ３Ｊ

４ 吸水量，ｇ／ｍ
２

≤５００

５ 不透水性（２ｈ）
试样抹面层内侧

无水渗透

ＪＧＪ／Ｔ４１６

６ 干燥收缩值，ｍｍ／ｍ ≤０．２

７ 保水率，％ ≥８８
ＪＧＪ／Ｔ７０

８
聚合物

有效成分

可再分散胶粉有

效掺合量，％
≥３．０

纤维素醚有效

掺合量，％
≥０．１７５

附录Ｆ

９ 可操作时间，ｈ １．５～４．０ 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１０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ＩＲａ≤１．０

外照射指数Ｉｒ≤１．０
ＧＢ６５６６

　注：用于室内保温工程时，应检测放射性核素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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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　耐碱玻纤网布的单位面积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增强制品试验方法第３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ＧＢ／Ｔ

９９１４．３的规定，耐碱玻纤网布的耐碱性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玻璃纤维网布耐碱性试验方法氢氧化钠、溶液浸泡法》ＧＢ／

Ｔ２０１０２的规定。

４．４．６　耐碱玻纤网布的主要性能应符合《耐碱玻璃纤维网布》

ＪＣ／Ｔ８４１要求的同时，还应符合表４．４．６的规定。

表４．４．６　耐碱玻纤网布的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　验　项　目
性能指标

普通型 加强型
试验方法

１ 单位面积质量，ｇ／ｍ
２

≥１６０ ≥３００ ＧＢ／Ｔ９９１４．３

２
耐碱断裂强力（经、纬向），

Ｎ／５０ｍｍ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ＧＢ／Ｔ７６８９．５
ＧＢ／Ｔ２０１０２

３
耐碱 强 力 保 留 率 （经、纬
向），％

≥５０ ＧＢ／Ｔ２０１０２

４ 断裂伸长率（经、纬向），％ ≤５．０ ＧＢ／Ｔ７６８９．５

　注：耐碱玻纤网布耐碱性快速试验方法见本标准附录Ｇ。

４．４．７　热镀锌电焊网性能应符合《镀锌电焊网》ＧＢ／Ｔ３３２８１

要求的同时，还应符合表４．４．７的规定。

表４．４．７　热镀锌电焊网的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网孔中心距，ｍｍ １２．７×１２．７

２ 丝径，ｍｍ ０．９±０．０４

３ 焊点抗拉力，Ｎ ＞６５

４ 热镀锌质量，ｇ／ｍ
２

＞１４０

ＧＢ／Ｔ３３２８１

４．４．８　岩棉板专用界面剂主要性能应符合表４．４．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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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８　岩棉板专用界面剂的主要性能要求

试　验　项　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粘结

强度

ＭＰａ

与水泥砂

浆试块

标准状态 ≥０．７０

浸水４８ｈ，干燥２ｈ ≥０．５０

与岩棉板

试块

标准状态

浸水４８ｈ，干燥２ｈ

岩棉板破坏时喷砂

界面完好

与找平浆

料试块

标准状态

浸水４８ｈ，干燥２ｈ

≥０．１０或找平防水

浆料试块破坏时

喷砂界面完好

ＪＣ／Ｔ９０７

冻融稳定性（３次） 无异常

储存稳定性
无硬块，无絮凝，无
明显分层和结皮

不挥发物含量，％ ≥２３

ＧＢ／Ｔ２０６２３

最低成膜温度，℃ ≤０ ＧＢ／Ｔ９２６７

４．４．９　锚栓性能应符合《外墙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的规定，

且应符合表４．４．９－１的规定，岩棉板外保温系统用锚栓性能

应符合表４．４．９－２的规定，还应符合以下的规定：

　　１　塑料圆盘、塑料膨胀套管应采用聚酰胺（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６、

ｐｏｌｙａｍｉｄｅ６．６）、聚乙烯（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或聚丙烯（ｐｏｌｙｐｒｏｐｙｌ

ｅｎｅ）制成，且不得使用回收的再生材料；

　　２　钢制膨胀件应采用不锈钢或经过表面防腐处理的碳钢

制造；

　　３　圆盘锚栓的圆盘公称直径不应小于６０ｍｍ，膨胀套管

的公称直径不应小于８ｍｍ。

表４．４．９－１　锚栓的主要性能要求（除岩棉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外）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Ａ类基

层墙体
Ｂ类基

层墙体
Ｃ类基

层墙体
Ｄ类基

层墙体
Ｅ类基

层墙体

试验方法

１
有效锚固

深度，ｍｍ
≥３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ＪＧ／Ｔ３６６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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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４．９－１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Ａ类基

层墙体
Ｂ类基

层墙体
Ｃ类基

层墙体
Ｄ类基

层墙体
Ｅ类基

层墙体

试验方法

２
抗拉承载力

标准值，ｋＮ
≥０．６０≥０．５０ － － ≥０．３０

３
抗拉承载力

平均值，ｋＮ
－ － ≥０．４０≥０．３０ －

３

圆盘抗拉拔

力标准值

Ｆｎ，ｋＮ
≥０．５０

ＪＧ／Ｔ３６６

　注：１　当锚栓不适用于某类基层墙体时 可不做相应的抗拉承载

力标准值检测；

２　普通混凝土基层墙体（Ａ类）；实心砌体基层墙体 （Ｂ类）；

多孔砖砌体基层墙体（Ｃ类）；空心砖（砌块）基层墙体 （Ｄ

类）；蒸压加气混凝土基层墙体（Ｅ类）；

３　Ｃ类、Ｄ类基层墙体应选用通过摩擦和机械锁定承载的锚

栓（即带回拧机构的锚栓）。锚栓抗拉承载力平均值试验方

法见附录Ｅ。

表４．４．９－２　岩棉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用锚栓的主要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混凝土（Ｃ２５）

基层墙体

实心砌体

基层墙体

蒸压加气混凝土

砌块基层墙体

试验方法

１
抗拉承载力

标准值，ｋＮ
≥１．２０ ≥０．８０ ≥０．６０

２
圆盘拉拔力

标准值，ｋＮ
≥１．２０

３
锚盘刚度，

Ｋｎ／ｍｍ
≥０．５０

４
锚栓圆盘公

称直径，ｍｍ
≥１００

５
膨胀套管直

径，ｍｍ
≥８

ＪＧ／Ｔ３６６
附录Ａ

４．４．１０　支承托架应采用不锈钢、铝合金或表面热镀锌处理的

金属制成，其材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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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和螺柱》ＧＢ／Ｔ３０９８．１或《紧固件机械性能不锈钢螺栓、螺

钉和螺柱》ＧＢ／Ｔ３０９８．６等标准的要求。

４．４．１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应采用柔性外墙耐水腻子，其性能

应符合《建筑外墙用腻子》ＪＧ／Ｔ１５７等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柔性耐水腻子与涂料层的相容性应符合表４．４．１１的要求。

表４．４．１１　柔性耐水腻子与涂料层的相容性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柔性腻子复合上涂料

层后的耐水性（９６ｈ）
无起泡、无起皱、无开裂、无
掉粉、无脱落、无明显变色

２
柔性腻子复合上涂料

层后的耐冻融性（５次）
无起泡、无起皱、无开裂、无掉
粉、无脱落、无明显变色

ＪＧ／Ｔ１５８

４．４．１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外饰面材料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墙保温系统用涂料（含底涂、中涂、面涂）应为水性弹

性外墙涂料，其性能指标应符合《建筑外墙涂料通用技术要求》

ＪＧ／Ｔ５１２等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用饰面砂浆应为水泥基外墙饰面砂

浆，其性能应满足《墙体饰面砂浆》ＪＣ／Ｔ１０２４等现行标准的相

关规定；

　　３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用柔性饰面砖性能应符合《柔性饰

面砖》ＪＧ／Ｔ３１１等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其配套的柔性饰面砖

胶粘剂、柔性饰面砖填缝材料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４．４．１２－

３ａ、表４．４．１２－３ｂ的要求。

表４．４．１２－３ａ　柔性饰面砖胶粘剂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拉伸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５

２ 浸水后拉伸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５

３ 热老化后拉伸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５

４ 冻融循环后拉伸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５

５ 晾置时间≥２０ｍｉｎ，拉伸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５

ＪＣ／Ｔ５４７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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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４．１２－３ｂ　柔性饰面砖填缝剂性能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１ 耐磨性，ｍｍ３ ≤２０００

２ 抗折强度，ＭＰａ
标准试验条件下

冻融循环后
≥２．５０

３ 抗压强度，ＭＰａ
标准试验条件下

冻融循环后
≥１５．０

４ 收缩值，ｍｍ／ｍ ≤３．０

５ 吸水量，ｇ
３０ｍｉｎ ≤２．０

２４０ｍｍ ≤５．０

６ 横向变形，ｍｍ ≥２．０

ＪＣ／Ｔ１００４

－２０１７

４．４．１３　外墙的热桥部位保温可采用浆料类保温材料，其外保

温系统及组成材料的性能应符合《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ＪＧＪ１４４、《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ＪＧ／Ｔ１５８、《无

机轻集料砂浆保温系统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２５３等现行国家、行

业、地方现行标准的要求；建筑用真空绝热板（Ｂ类）接缝处宜采

用保温浆料或聚氨酯硬泡填嵌。

４．４．１４　密封胶应采用硅酮或聚氨酯类建筑密封胶，其技术性

能和试验方法应分别符合国家、行业现行标准《硅酮和改性硅

酮建筑密封胶》ＧＢ／Ｔ１４６８３和《聚氨酯建筑密封胶》ＪＣ／Ｔ４８２

的规定。

４．４．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用其他材料

　　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工程应采用附录 Ｈ所列部件，以提

高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封闭性和安全性；

　　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工程所采用的部件，包括护角条、滴

水条、封口条等应分别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的要求。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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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设　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复合外墙体的平均传热系数，

应符合安徽省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保温板应用厚度应

经热工计算确定。

５．１．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基层墙体、饰面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基层墙体应为混凝土、砌体结构，其质量应满足《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３、《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５０２０３、《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其中蒸

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强度等级不应低于Ａ５．０；

　　２　饰面层宜采用具有一定透气性能且质轻的水性弹性涂

料、饰面砂浆、柔性饰面砖（以下简称“涂装饰面”）或幕墙，不应

采用溶剂型涂料饰面。

５．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中，保温板材的燃烧性能以及使用

范围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及本标准的规定。

５．１．４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应可靠连接，必要时设

置支承托架承托。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石墨模塑聚苯板、石墨匀质保温板、膨胀珍珠岩保温

板、岩棉条复合板、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泡沫玻璃保温板、发泡

陶瓷保温板、真空绝热板（Ｂ类）等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

体的连接固定应采用粘结为主、机械锚固为辅的方式；

　　２　岩棉板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的连接固定应采用机械

锚固为主、粘结为辅的方式；

　　３　岩棉板外保温系统仅适用于以普通混凝土（不小于

Ｃ２５）、实心砌块（不小于 ＭＵ１５）及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不小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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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Ａ５．０）为墙材的墙体。

５．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抹面层内应设耐碱玻纤网布等防裂

加强构造。

５．１．６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外门窗洞口外侧四周墙面、凸出

外墙面线条、外挑板、开敞式阳台、内天井、空调机位及附墙部

件等热桥部位，应有保温、防水措施。

５．１．７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遇水平或倾斜出挑构件、勒脚，檐

口、变形缝，以及与其它构件或材料相衔接处等部位应有防水

密封构造设计。外保温系统易受碰撞的部位应有防碰撞、防踩

踏设计。

５．１．８　建筑节能设计专篇中应有保温板外保温工程设计内

容，主要内容应包括：执行标准；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及主要组成

材料的性能指标；系统构造、系统防脱落安全技术措施；系统防

开裂技术措施；系统防火技术措施；系统防水技术措施；系统热

桥部位保温技术措施；细部节点构造详图等。

５．１．９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遇下列情况时，应对外保温系统的

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进行专项设计，并经专题论证通过后

确认：

　　１　工程项目抗震设防烈度大于７度；

　　２　外保温系统应用高度超过１００ｍ；

　　３　保温板应用厚度超过本标准的规定；

　　４　采用新的饰面和墙体材料等其它特殊情况。

５．２　构造设计

５．２．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应符合表５．２．１－１，表

５．２．１－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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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２．１－１　涂装饰面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

基　层 保温系统构造 构造示意图

基墙

①

界面

层②

找平防

水层③

粘结层

④

保温层

⑤

抹面层

⑥

饰面层

⑦

混凝土

或各种

砌体墙

体

界面剂

聚合物

水泥防

水砂浆

胶粘剂

保温板
（防 火
隔离带

部位按

设计选

用保温

板材）

抹面胶

浆＋耐

碱玻纤

网布＋
锚栓＋
抹面胶

浆＋耐

碱玻纤

网布＋
抹面胶

浆

柔性耐

水腻子

涂 料、

饰面砂

浆或柔

性饰面

砖

表５．２．１－２　幕墙内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基本构造

基　层 保温系统构造 构造示意图

基墙

①

界面层

②

找平防

水层③

粘结层

④

保温层

⑤

抹面层

⑥

饰面层

⑦

混凝土

或各种

砌体墙

体

界面剂

聚合物

水泥防

水砂浆

胶粘剂

保温板
（防 火
隔离带

部位按

设计选

用保温

板材）

封闭式幕墙
内：抹面胶浆
＋耐碱玻纤
网布＋锚栓
＋抹面胶浆
开放式幕墙
内：抹面胶浆
＋耐碱玻纤
网布＋锚栓
＋抹面胶浆
＋耐碱玻纤
网布＋抹面
胶浆

幕墙＋
龙骨

５．２．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中，各构造层要求如下：

　　１　基层墙体应设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找平防水层，找平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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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层与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不小于０．３０ＭＰａ。聚合物水泥

防水砂浆应符合《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ＪＧＪ２３５的规

定。混凝土墙体、蒸压粉煤灰砖（砌块）、混凝土空心砌块、蒸压

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在找平防水层施工前，应采用专用混凝土

界面处理剂进行界面处理，混凝土界面处理剂性能应符合《混

凝土界面处理剂》ＪＣ／Ｔ９０７的规定；

　　２　保温板与墙体基层之间应采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胶粘

剂粘结牢固，并有锚栓加强；

　　３　保温板应错缝铺贴。真空绝热板（Ｂ类）应留缝粘贴，接

缝宽度不大于１０ｍｍ；其它保温板应密缝粘贴；

　　４　抹面层内应设耐碱玻纤网布增强。抹面层内设两层耐

碱玻纤网布时厚度６ｍｍ～８ｍｍ、设单层耐碱玻纤网布时厚度

４ｍｍ～６ｍｍ；

　　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连续墙面面积大于６ｍ×６ｍ时，应

根据建筑立面要求设保温层断开的水平或竖向系统变形缝，缝

宽不大于２０ｍｍ，可为明缝或暗缝。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

系统可结合真空绝热板（Ｂ类）板缝位置设置；

　　６　外保温系统应按本标准５．５．６条的规定设置支承托架；

　　７　饰面层材料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５．２．３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抹面层中耐碱玻纤网布增强措施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　涂装饰面或开放式幕墙内的岩棉板外保温系统抹面层

内，应设３００ｇ／ｍ
２ ＋１６０ｇ／ｍ

２两层耐碱玻纤网布；其它保温板外

保温系统抹面层内，首层及易碰撞部位应设３００ｇ／ｍ
２＋１６０ｇ／ｍ

２

两层耐碱玻纤网布，二层及以上应设１６０ｇ／ｍ
２＋１６０ｇ／ｍ

２ 两层

耐碱玻纤网布；

　　２　封闭式幕墙内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抹面层内设单层

１６０ｇ／ｍ
２ 耐碱玻纤网布。

５．２．４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特殊部位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墙阳角、阴角处的抹面层内耐碱玻纤网布应交错搭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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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包转尺寸不少于３００ｍｍ，见图５．２．４－１；

（ａ）阴角 （ｂ）阳角

图５．２．４－１　外墙阴阳角做法示意图

　　２　外保温系统的变形缝、系统与门窗框的接口处、墙身变

形缝、勒脚、檐口、阳台、雨篷、女儿墙等起端、终端部位的保温

板，应采用耐碱玻纤网布预贴、翻包；翻包尺寸不少于１００ｍｍ；

　　３　门窗洞口外侧墙面，可用保温板或保温浆料做保温层，

厚度不小于２５ｍｍ；

　　４　屋面女儿墙内外侧保温层距屋面面层的高度不少于

５００ｍｍ；

　　５　外墙勒脚部位保温层应延伸至室外地面散水或下沉式

散水处，并应做好收头及防水处理。地下室设有保温层时，外

墙保温系统应连续设置，见图５．２．４－２；

（ａ）无地下室，明散水 （ｂ）有地下室，下沉式散水

１－基层墙体；２－找平层、粘结层；３－锚栓；４－保温板；５－抹面胶浆；６－耐碱玻纤网布；

７－防水性能好的保温材料；８－玻纤翻包网；９－聚乙烯泡沫棒；

１０—封缝密封胶；１１－散水见个体工程设计；１２－防腐专用托架及锚栓。

图５．２．４－２　勒脚部位外保温系统构造示意图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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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在结构变形缝处应断开。缝中嵌填

Ａ级不燃材料，并有防坠落措施，见图５．２．４－３；

１—保温层；２—保护层（抹面层和饰面层）；

３—盖缝板；４—聚乙烯泡沫棒、密封胶嵌填

图５．２．４－３　结构变形缝构造示意图

　　７　安装在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外的设备、管线或支架与基

层墙体应有可靠的连接。

５．２．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下列部位应做好防水密封设计，各

类缝隙应填嵌硅酮或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胶厚不小于１０ｍｍ：

　　１　系统变形缝、托架缝处，见图５．２．５－１；

ａ．明缝做法 ｂ．暗缝做法

１、聚乙烯泡沫棒２、硅酮建筑密封胶

图５．２．５—１　系统变形缝部位防水构造示意图

　　２　门窗框与洞口外侧墙保温层间留缝处，见图５．２．５－２；

　　３　女儿墙保温应采用混凝土板或金属板压顶（压顶板板

面排水应坡向屋面侧，坡度不小于５％），两侧与保温层相交处；

　　４　外墙预留洞口、预埋套管及穿墙管周边与保温板外保

温系统间的缝隙处；

　　５　结构变形缝金属盖板与保温板外保温系统间的缝隙处；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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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层墙体；２—防水找平层、粘结层；３—保温板；４—抹面层；

５—外饰面层；６—耐碱玻纤网布；７—其它防火保温材料；

８—聚乙烯泡沫棒、密封胶封缝；９—锚栓。

图５．２．５—２　涂装饰面建筑门窗细部构造示意图

　　６　当避雷带支架、防护栏杆立杆、雨水管管卡支杆、空调

外机支架、太阳能集热器支架等为后置锚固时，锚固件与外保

温系统交接部位；

　　７　与大平台或雨篷顶板相交的外墙、突出屋面的外墙、落

地外墙离地面或平台板高度６００ｍｍ范围内，应采用吸水率低

于３％、燃烧性能不低于Ｂ１ 级的保温板；

　　８　水平板或外挑线条顶面应有向外排水坡度。外挑线

条、外挑板及窗顶、窗台下口应设滴水线。

５．２．６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下列部位应做好防碰撞、防踩踏

设计：

　　１　底层及临平台、外廊、屋面等易受碰撞的外保温系统，

抗冲击强度不小于１０Ｊ；

　　２　涂装饰面外保温系统的底层和临平台、外廊、屋面的墙

身阳角及门窗洞口的阳角，抹面层中应设带耐碱玻纤网布的护

角条，耐碱玻纤网布伸出阳角两边不少于１５０ｍｍ；

　　３　外门窗洞口角部应设附加耐碱玻纤网布增强，见图

５．２．６。窗台处抹面层厚度不少于１５ｍｍ或采用成品窗台板，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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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台排水坡度不宜小于１０％。

图５．２．６　门窗洞口耐碱玻纤网布加强示意图

５．３　防火安全设计

５．３．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材料的防火安全性设计应符合《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及以下的规定：

　　１　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Ｂ１ 级；

　　２　下列建筑的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必须为Ａ级：

　　１）重要公共建筑、人员密集场所或设定为人员密集场所

以及独立建造的老年人照料设施，或位于其他建筑内

建筑面积大于５００ｍ２ 的老年人照料设施；

　　２）幕墙饰面或饰面层与保温系统间有空腔的公共建筑，

高度超过２４ｍ时；

　　３）基层墙面与装饰层间无空腔外保温体系的其他公共建

筑，高度超过５０ｍ时，住宅建筑高度超过１００ｍ时；

　　４）架空楼板下的保温材料；

　　５）防火隔离带用保温材料。

５．３．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保温系统与幕墙饰面间的空腔，每层楼板处应有防

火封堵措施；

　　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采用Ｂ１ 级保温板时，首层防护层厚

度不应小于１５ｍｍ，其它楼层不应小于６ｍｍ，并应在每层楼板

处设置防火隔离带或防火挑板；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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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防火隔离带构造应符合《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

技术规程》ＪＧＪ２８９及下列规定：

　　１）防火隔离带的基本构造、层次应与保温板外保温系统

相同，并应沿楼层或外门窗洞口上部的水平方向设置。

遇门窗洞口时，防火隔离带应延伸至门窗框侧边；

　　２）防火隔离带高度方向尺寸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其厚度应

与外保温系统保温板厚度相同，见图５．３．２－１；

　　３）当防火隔离带设在门窗洞口上沿，且门窗框外表面凹

进基层墙体外表面时，门窗洞口顶部外露部分防火隔

离带高度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见图５．３．２－２。

１—基层墙体；２—界面剂；３—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找平防水层、胶粘剂；

４—防火隔离带保温板；５—保温板；

６—耐碱玻纤网布＋附加抗裂耐碱玻纤网布；７—饰面材料

图５．３．２－１　防火隔离带做法

１—基层墙体；２—保温板；３—胶粘剂；

４—防火隔离带保温板；５—锚栓；６—抹面胶浆＋耐碱玻纤网布；

７—饰面材料；８—２５厚其它防火保温材料

图５．３．２－２　门窗洞口上部防火隔离带做法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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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抗风荷载设计

５．４．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抗风荷载承载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犚ｋ／犓 ≥犠Ｋ （５．４．１－１）

式中：犚ｋ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抗风荷载承载力计算值（ｋＮ／ｍ
２）；

犠Ｋ———风荷载标准值（ｋＮ／ｍ
２）；

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抗风荷载安全系数。

　　风荷载标准值犠ｋ应按下式计算：

　　　　　　　　犠ｋ＝βｇｚ×μｓｌ×μｚ×犠ｏ （５．４．１－２）

式中：犠ｋ———风荷载标准值（ｋＮ／ｍ
２）；

βｇｚ———高度ｚ处的阵风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规定的离地面１０ｍ高度

处取值；

μｓ１———风荷载局部体型系数，按表５．４．１取值；

μｚ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

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的规定取值。建筑物高度

一半及以上部位的离地面高度取建筑物离地面

最大高度，建筑物高度一半以下部位取建筑物离

地面最大高度的一半。建筑物高度指室外地面

至建筑物主要屋面的高度，不包括突出屋面的楼

梯间、电梯机房、水箱、构架等高度；

犠ｏ———基本风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ＧＢ５０００９规定的重现期Ｒ为５０年的值取用

（ｋＮ／ｍ２）。

表５．４．１　风荷载局部风压体型系数μｓ１取值

类　　别 局部体形系数

单体

建筑

单体墙面（含山墙）、墙角、墙边 －１．４

阳台、雨篷、檐口、遮阳板、空调板、边

棱处的装饰线条等突出构件
－２．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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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４．１

类　　别 局部体形系数

群体高

层建筑

墙面（含山墙）、墙角、墙边 －１．４×１．２０

阳台、雨篷、檐口、遮阳板、空调板、边

棱处的装饰线条等突出构件
－２．０×１．２０

５．４．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抗风荷载承载力计算值犚Ｋ 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　计算以粘结为主、锚栓锚固为辅的保温板（除岩棉板

外）外墙外保温工程的抗风荷载承载力时，仅计入系统有效粘

结面积部分的抗风荷载承载力犚Ｋ，并按下式计算：

　　　　　　　　犚ｋ＝бＴ×ρＡ （５．４．２－１）

式中：犚ｋ———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抗风荷载承载力计算值（ｋＮ／ｍ
２）；

бＴ ———保温板系统抗拉强度计算值，取６０ｋＮ／ｍ
２；

ρＡ ———保温板有效粘结面积率，按不同高度分别取

６０％、８０％，折减系数取０．８。

　　２　计算以锚栓锚固为主、粘结为辅的岩棉板外墙外保温

工程的抗风荷载承载力时，仅计入保温锚栓的抗拉承载力犚Ｋ，

并按下式计算：

　　　　　　　　犚ｋ＝犉ｐ×狀Ａ×ηＮ （５．４．２－２）

式中：犚ｋ———岩棉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抗风荷载承载力（ｋＮ／ｍ
２）；

犉ｐ———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取值，按表５．４．２－１取值（ｋＮ）；

狀Ａ ———单位面积岩棉板外保温系统锚栓数量（个／ｍ
２）；

ηＮ ———锚栓群锚折减系数，按表５．４．２－２取值。

表５．４．２－１　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取值犉ｐ（ｋＮ）

基层墙体类型 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取值犉ｐ

混凝土墙（不小于Ｃ２５） ０．６０

实心砖（砌块）墙（不小于 ＭＵ１５） ０．４０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不小于Ａ５．０）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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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２－２　锚栓群锚折减系数ηＮ

单位面积锚栓数量狀Ａ（个／ｍ
２） 锚栓群锚折减系数ηＮ

５≤狀Ａ＜１１ １．０

１１≤狀Ａ＜１４ ０．９５

狀Ａ≥１４ ０．９

５．４．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抗风荷载安全系数犓 取值应按表

５．４．３的规定。

表５．４．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抗风荷载安全系数

外保温系统类型 安全系数，犓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粘结安全系数 １１．７

岩棉板锚固安全系数 ３．３

５．４．４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规定的本省各主要城市

基本风压犠ｏ（重现期５０年）及风压高度变化系数μｚ、阵风系数

βｇｚ应按表５．４．４－１及表５．４．４－２取值。

表５．４．４－１　安徽省主要城市基本风压犠ｏ，ｋＮ／ｍ
２

城　市 犠ｏ

合肥市 ０．３５

砀　山 ０．３５

亳州市 ０．４５

宿　县 ０．４０

寿　县 ０．３５

蚌埠市 ０．３５

滁　县 ０．３５

六安市 ０．３５

霍　山 ０．３５

巢　湖 ０．３５

安庆市 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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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４．４－１

城　市 犠ｏ

宁　国 ０．３５

黄　山 ０．７０

黄山市 ０．３５

阜阳市 －

表５．４．４－２　μｚ、βｇｚ数据表

离地面或海平面

高度（ｍ）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μｚ 阵风系数βｇｚ

地面粗糙度

Ｂ类

地面粗糙度

Ｃ类

地面粗糙度

Ｂ类

地面粗糙度

Ｃ类

１０ １．００ ０．６５ １．７０ ２．０５

１５ １．１３ ０．６５ １．６６ ２．０５

２０ １．２３ ０．７４ １．６３ １．９９

３０ １．３９ ０．８８ １．５９ １．９０

４０ １．５２ １．００ １．５７ １．８５

５０ １．６２ １．１０ １．５５ １．８１

６０ １．７１ １．２０ １．５４ １．７８

７０ １．７９ １．２８ １．５２ １．７５

８０ １．８７ １．３６ １．５１ １．７３

９０ １．９３ １．４３ １．５０ １．７１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６９

　注：地面粗糙度Ｂ类，指田野、乡村、丛林、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

的乡镇；地面粗糙度Ｃ类，指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５．５　构造安全设计

５．５．１　混凝土墙体、蒸压粉煤灰砖（砌块）、混凝土空心砌块、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的找平防水层施工前，应采用混凝土

界面处理剂对基层墙体进行界面处理。岩棉板在铺贴前，应采

用岩棉板专用界面剂对其表面进行界面处理。其他保温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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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宜采用界面剂预处理或清洁板面的措施。

５．５．２　保温板应采用满粘法粘贴，有效粘结面积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使用高度６０ｍ及以下〔除真空绝热板（Ｂ类）外〕，有效

粘结面积不小于６０％；使用高度６０ｍ以上，有效粘结面积不小

于８０％；

　　２　真空绝热板（Ｂ类）的有效粘结面积不小于８０％。

５．５．３　保温板抹面层内应按本标准第５．２．３条的规定压入两

层耐碱玻纤网布。

５．５．４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应采用锚栓锚固。锚栓数量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　涂装饰面外保温系统中单位面积锚栓数量限值如下：

　　１）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使用高度６０ｍ以下，构造用锚栓数

量６～８个／ｍ
２；使用高度６０ｍ～１００ｍ，构造用锚栓数量

９～１１个／ｍ
２；

　　２）岩棉板外保温系统受力锚栓数量按本标准第５．４节的

规定，经抗风荷载验算确定，且不少于７个／ｍ２ 不大于

１４个／ｍ２；锚栓中心距不应小于２６０ｍｍ。当计算锚栓

数量超过１４个／ｍ２ 时，应改选其他保温板材或采取其

他提高系统抗风荷载性能的措施。

　　２　幕墙饰面内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中单位面积锚栓数量限

值如下：

　　１）开放式幕墙，锚栓数量同涂装饰面外墙外保温系统；

　　２）封闭式幕墙内外保温系统，构造用锚栓数量６～８个／ｍ
２，

使用高度６０ｍ以上宜适当增加。

　　３　真空绝热板（Ｂ类）应采用锚栓加强，使用高度６０ｍ以

下，构造用锚栓不少于４个／ｍ２；使用高度６０ｍ～１００ｍ，构造用

锚栓６～８个／ｍ
２；

　　４　对锚栓设置的其他要求如下：

　　１）保温板单块尺寸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以下的小规格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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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绝热板除外），锚栓不少于１个；

　　２）凸窗非透明的侧面、顶板、底板部位，锚栓数量同外墙

面；

　　３）距外保温系统收头部位和距墙身阳角８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处的锚栓应加密，间距不大于２６０ｍｍ。

　　５　锚栓锚入基层墙体深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岩棉板外保温系统，锚入混凝土墙体不少于５５ｍｍ，锚

入其他墙体不少于６５ｍｍ；

　　２）除岩棉板外的其他保温板系统，锚入混凝土墙体不少

于３０ｍｍ，锚入其他墙体不少于５０ｍｍ；

　　３）用于岩棉板外保温系统的锚栓，当单个锚栓的抗拉承

载力不满足本标准５．４．２条表５．４．２－１的规定时，应

采用穿墙锚栓或其它提高抗拉承载力的措施。

　　６　锚栓应锚在第一层耐碱玻纤网布上。

５．５．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大面积整块墙面，应按不大于６ｍ×

６ｍ的分格设置竖向、水平系统变形缝，设置要求详见本标准第

５．２．２－５条的规定。

５．５．６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应在建筑物底部勒脚及楼层钢筋混

凝土结构构件处设置通长支承托架。建筑高度４０ｍ以下每两

层设一道，４０ｍ以上每层设一道；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系统

板厚小于２０ｍｍ时，可不设置托架。

５．５．７　架空或外挑楼板下外保温系统的安全性设计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架空或外挑楼板底应进行界面清理，并涂刷界面剂；保

温板粘结面预涂刷界面剂；

　　２　保温板应满粘，有效粘结面积不少于８０％；

　　３　抹面层内应压入Φ０．９ｍｍ＠１２．７ｍｍ×１２．７ｍｍ的热镀

锌电焊网或３００ｇ／ｍ
２ 耐碱玻纤网布＋１６０ｇ／ｍ

２ 耐碱玻纤网布；

　　４　锚栓应锚在热镀锌电焊网或３００ｇ／ｍ
２ 耐碱玻纤网布

上，数量不少于８个／ｍ２；有效锚入深度不少于３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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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抹面层厚度不小于６ｍｍ～８ｍｍ；

　　６　保温板与相邻侧面梁（墙）相交处，应设１６０ｇ／ｍ
２ 耐碱

玻纤网布加强（沿接缝两边各搭接不少于１５０ｍｍ，压入抹面层

中）。

５．６　热工设计

５．６．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建筑热工和节能设计除应符合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和《公共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ＪＧＪ１３４、安徽省地方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ＤＢ３４／５０７６、《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１４６６等现行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的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建筑外围护结构复合保温墙体的传热系数、热惰性指

标，应为考虑热桥后计算得到的平均传热系数和平均热惰性指

标；

　　２　保温板复合墙体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应高于室内空

气在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的露点温度，且应高于０℃；

　　３　外墙门窗框外侧墙面、女儿墙、封闭阳台及出挑构件、

空调外机壁龛等热桥部位应有保温措施；

　　４　建筑热工计算时，系统热阻设计值可按各构造层厚度

分别计算的原则进行。

５．６．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应考虑各类金属锚固件、承托件、幕

墙连接件等的传热影响。金属连接件间应有阻断热桥的措施。

５．６．３　保温层使用厚度应经热工计算确定，计算方法应符合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及有关节能设计标准的规

定。外墙用保温板的导热系数、蓄热系数、导热修正系数以及

各类板材的使用厚度应按表５．６．３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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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６．３　保温板热工设计计算取值

类　型

设计计算取值

石墨

模塑

聚苯

板

膨胀

珍珠

岩保

温板

石墨

匀质

保温

板

岩棉

板

岩棉

条复

合板

硬泡

聚氨

酯复

合保

温板

泡沫

玻璃

保温

板

发泡

陶瓷

保温

板

真空

绝热

板
（Ｂ类）

导热系数λ
［Ｗ／（ｍ·Ｋ）］

０．０３３０．０６３０．０６００．０４００．０４６０．０２４０．０５８０．０６５０．００８

蓄热系数Ｓ
［Ｗ／（ｍ２·Ｋ）］

０．３６ １．２０ ０．８０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３６ ０．６０ １．３０ １．２０

导热修正

系数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５
（板缝
宽度≤
１０ｍｍ）

使用厚度
（ｍｍ）

≥２５

≤１００
≥３５

≤８０
≥３５

≤８０
≥４０

≤８０
≥３５

≤８０
≥２５

≤８０
≥３５

≤８０
≥３５

≤８０
≥１５

≤５０

　注： 岩棉条复合板保温层使用厚度指岩棉条芯材的厚度。

５．６．４　当外墙采用两种及以上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时，应分别

计算该墙体不同外保温系统的传热系数及面积。权衡计算时，

居住建筑取各朝向墙面传热系数的加权平均值（附录Ｊ二维算

法）；公共建筑取加权平均值与修正法计算值中绝对值的较大

值（附录Ｊ一维算法）。

５．６．５　当保温板计算厚度超出表５．６．３条的规定时，可采用内

外组合保温。外保温层热阻应大于内保温层热阻，内保温层厚

度不宜大于２５ｍｍ。

５．６．６　建筑中凸窗非透明部位的外侧面、顶板、底板、空调外

机壁龛内，传热系数应符合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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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　工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施工应在基层墙体施工质量验收

合格后进行。

６．１．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现场应建立相应的质量安全管

理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具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

且应对施工全过程实行质量、安全管控。

６．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

方案并经监理（建设）单位审查、批准。施工单位应对施工作业

的人员进行技术、安全交底和必要的实际操作培训。

６．１．４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主要组成材料进场时，应按《建筑

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和本标准的规定，在施

工现场随机抽样复验（复验项目见附录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

检验。当复验结果不合格时，该材料不得使用。

６．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施工前，对于采用相同建筑节能设

计的房间和构造做法，应在工程现场采用与工程项目相同的材

料、施工工艺、构造做法制作表现外墙转角、门窗洞口等部位做

法的实体样板墙，经设计、施工、建设、监理单位共同确认后方

可进行大面积施工，且可依据确认后的实体样板墙进行可视化

技术交底。

６．１．６　保温板在施工使用时的含水率应符合设计、施工工艺

及施工方案要求。当无上述要求时，保温板在施工使用时的含

水率不应大于正常施工环境湿度下的自然含水率。

６．１．７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基层应坚实、平整，无粉化、空鼓、

开裂现象，找平防水层与基层墙体拉伸粘结强度不低于

０．３０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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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８　不同种类的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应按其相应的施工工

艺、流程进行施工，合理安排施工工序，保证各工序间的衔接和

间隔时间，做好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并保存必要的图像资料。

６．１．９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防火隔离带应与基层可靠粘结，

且应采用满粘工艺施工，同时采用锚栓固定，并应与外保温系

统同步施工。

６．１．１０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抹面层施工时，耐碱玻纤网布或热

镀锌电焊网不得干搭接和外露，不得直接干铺在保温层表面或

两层网一次性铺设。

６．１．１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作业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期间以及完工后２４ｈ内，环境温度不应低于５℃；

　　２　夏季应采取遮阳措施，避免阳光直晒工作面；

　　３　雨雪天或５级以上大风天气不应施工。

６．１．１２　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工程施工时，各道工序不得

对真空绝热板（Ｂ类）产生破坏，不得现场裁切真空绝热板（Ｂ

类）。空调机搁板、挑檐、非封闭阳台、女儿墙内侧、门窗洞口、

穿墙孔洞等部位以及排版设计的异形板均应采用工厂定制的

专用配板。对于宽度尺寸小于１００ｍｍ的局部区域可采用聚氨

酯硬泡填充。

６．１．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各道工序完工后，应做好成品保

护。

６．１．１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的防火安全应按《建设工程施

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７２０、《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

规范》ＧＢ５０８７０等现行国家标准规定采取可靠的防火安全措

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保温专项施工方案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对施工现

场的消防措施提出明确要求；

　　２　燃烧性能达不到Ａ级的保温材料的现场存放、运输、施

工应符合消防有关规定；

　　３　燃烧性能达不到 Ａ级的保温材料的施工应分区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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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区段应保持足够的防火间距；

　　４　外保温工程施工期间现场不应有高温或明火作业。

６．１．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

色施工规范》ＧＢ／Ｔ５０９０５的相关规定组织施工。

６．１．１６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在施工中应采取安全和劳动保护

措施，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范》ＪＧＪ８０、《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ＪＧＪ３３和《施工现场

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４６的相关规定。

６．２　施工准备

６．２．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对基层墙体质量进行验

收，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基层墙体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和《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３的规定；

　　２　基层墙体表面应洁净、坚实、平整，无油污、脱模剂等妨

碍粘结的附着物，凸起、空鼓和疏松部位应剔除，墙面平整度超

出允许偏差部分应剔凿或修补，并按《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

规程》ＪＧＪ／Ｔ２３５的规定，采用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对基层墙面

进行找平和防水处理；

　　３　女儿墙顶部、凸出墙面的线条、外挑板顶部、窗台面等

部位应做好返水坡向处理；

　　４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蒸压粉煤灰砖（砌块）、混凝土空

心砖（砌块）、混凝土墙体的基层应使用界面剂进行相应的界面

处理，界面剂性能应符合《混凝土界面处理剂》ＪＣ／Ｔ９０７要求；

　　５　外门窗洞口应通过验收、洞口尺寸、位置应符合设计和

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门窗框或辅框应安装完毕；

　　６　伸出墙面的消防梯、雨水管、各种进户管线、太阳能集

热器和空调器等的预埋管件、联结件、穿墙管道等应安装完毕，

并应按外保温系统的厚度留出相应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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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基层墙体的防水找平层与基层墙体及各构造层次之间

应粘结牢固，防水找平层应无脱层、起皮、空鼓、粉化、裂缝等现

象，防水找平层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６．２．２的规

定。

表６．２．２　找平防水层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ｍｍ） 检验方法

１ 立面垂直度 ≤４ ２ｍ垂直检测尺检查

２ 表面平整度 ≤４ ２ｍ直尺和楔形塞尺检查

３ 阴阳角方正 ≤４ ２００ｍｍ直角检测尺检查

６．２．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按ＪＧＪ１４４附录Ｃ第Ｃ．１

节规定进行基层墙体与胶粘剂的拉伸粘结强度检验，拉伸粘结

强度不应低于０．３０ＭＰａ，并且粘结界面脱开面积应不大于

５０％。

６．２．４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材料运输、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有防止损伤、变质和污染环境的措施；

　　２　保温板宜在库（棚）内存放。做好通风、防潮，严禁雨

淋。如露天存放，应采用不燃材料完全覆盖，外保温系统材料

不得与地面接触；

　　３　材料应分类存放并挂牌标识，贮存期及贮存条件应符

合使用说明的要求。

６．２．５　既有建筑的墙体进行节能改造时，应按设计要求结合

工程实际先行基层墙体处理。

６．２．６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用工具、机具、设备、安全防护

劳动保护用品等应准备齐全，并检查合格。

６．２．７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用脚手架或吊篮搭设安装应安

全可靠，经检查验收合格后方能使用。

６．３　施工要求

６．３．１　保温板安装前应在基层墙面弹控制线、挂基准线。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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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控制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在阴角、阳角、阳台栏板和门窗洞口上沿等部位应挂垂

直线或水平线等控制线；

　　２　按设计文件要求弹出系统变形缝、托架和需要设置防

火隔离带的位置线；且宜沿系统变形缝位置通长临时固定硬质

木条或金属条；设缝处预贴翻包耐碱玻纤网布；

　　３　根据保温板排版图，弹出真空绝热板（Ｂ类）等不得现场

裁切的异形保温板位置线。

６．３．２　胶粘剂和抹面胶浆配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必须严格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配制，搅拌时间

不得少于５ｍｉｎ；

　　２　配制好的胶粘剂和抹面胶浆应避免太阳曝晒，并应在

规定时限内用完，配制好的胶粘剂和抹面胶浆严禁二次加水搅

拌；

　　３　严禁使用普通水泥砂浆粘贴保温板。

６．３．３　保温板材施工应根据预排版图进行粘贴。真空绝热板

（Ｂ类）应根据现场工况的排版图，预先进行异形板材的生产制

作，并按保温板块排版位置图组织施工。

６．３．４　岩棉板粘贴施工前，应使用配套的岩棉板专用界面剂，

对岩棉板表面进行界面处理（也可在岩棉板生产时进行界面预

处理），界面剂表干后方可粘贴施工。石墨模塑聚苯板、真空绝

热板（Ｂ类）及其他保温板表面宜采用界面剂预处理或进行清洁

处理。

６．３．５　保温板粘贴应采用满粘工艺施工，其有效粘结面积应

符合本标准５．５．２条的相关规定。

６．３．６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温板的粘贴应分区段施工。石墨模塑聚苯板、硬泡

聚氨酯保温板和真空绝热板（Ｂ类）施工区段应保证有足够的防

火间距，施工区段内不得有明火作业，且应具备可靠有效的消

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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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应按照设计文件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在墙体上安装

支承托架，托架肢厚不小于２ｍｍ，采用 Ｍ１０膨胀螺栓固定，间

距不大于５００ｍｍ，距端部不大于１２０ｍｍ；

　　３　外门窗洞口、女儿墙、结构变形缝、系统变形缝、檐口、

勒脚等部位的保温板在粘贴前，均应先行粘贴保温板终端的翻

包网，其压入保温板和翻包的长度均不小于１００ｍｍ。翻包网应

包覆外门窗洞口外侧，并翻包压入至外墙保温板表面的抹面胶

浆中；

　　４　保温板表面应平整、清洁。潮湿、有污染的保温板不得

用于工程；

　　５　石墨匀质保温板、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粘贴施工前的含

水率不宜大于８％，且不得大于环境湿度下的自然含水率；

　　６　保温板应自下而上沿水平方向逐行错缝粘贴牢固，上

下排之间应错缝１／２板长，局部最小错缝不小于１００ｍｍ。遇门

窗洞口四角处的保温板不得使用小规格板材拼接，应采用整块

保温板裁切成形〔真空绝热板（Ｂ类）除外〕；建筑墙体转角处保

温板应交错互锁粘贴。板周边挤出的粘粘剂应及时清理；板与

板之间的缝隙应均匀一致，且应满足设计要求。保温板墙体排

板及转角排板示意，见图６．３．６－１；保温板门窗洞口粘贴排板

示意，见图６．３．６－２所示；

　　７　耐碱玻纤网布与保温板以及两层耐碱玻纤网布间不得

干粘，耐碱玻纤网布应压埋在抹面胶浆内；耐碱玻纤网布的搭

图６．３．６－１　保温板墙体排板及转角排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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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３．６－２　门窗洞口排板示意

接长度不应小于１５０ｍｍ；在墙体转角部位的每侧包转长度不应

小于３００ｍｍ，阳角处应设置带耐碱玻纤网布的护角条。两层耐

碱玻纤网布的接头位置应错开不小于４００ｍｍ；

　　８　外保温系统的保温板上墙粘贴后应及时分遍施工抹面

（胶浆）层，抹面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５．２．２条第４

款的规定。系统抹面层设置单层耐碱玻纤网布时抹面胶浆分

两遍进行施工，每遍厚度约２ｍｍ～３ｍｍ，总厚度不宜小于

５ｍｍ；设置两层耐碱玻纤网布时抹面胶浆分三遍施工，每遍厚

度约２ｍｍ～３ｍｍ，总厚度不小于６ｍｍ；抹面层施工后应及时养

护；

　　９　第一遍抹面胶浆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保温板粘贴完成２４ｈ，且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

行第一遍抹面胶浆施工；

　　２）抹面胶浆施工前应根据设计要求做出滴水线（鹰嘴）；

　　３）在门洞顶、窗洞口四角沿４５°方向铺贴一层３００ｍｍ×

４００ｍｍ耐碱玻纤网布增强。门窗洞口耐碱玻纤网布增

强构造见图５．２．６；

　　４）根据墙面上不同标高处的洞口、门窗洞口、檐口等，裁

好所用的耐碱玻纤网布，长度宜为６ｍ～８ｍ左右；

　　５）在保温板表面批抹第一遍抹面胶浆，胶浆应均匀、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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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板粘贴紧密，厚度２ｍｍ～３ｍｍ，并趁湿压入第一层耐

碱玻纤网布，耐碱玻纤网布应对接，铺贴平整、无褶皱。

　　１０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锚栓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根据不同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基层墙体的类别等合

理使用不同类型的锚栓，锚栓设置数量、设置方法应符

合设计要求和本标准的相关规定；

　　２）第一遍抹面胶浆施工完成２４ｈ，且经验收合格后，即可

进行锚栓锚固施工；

　　３）锚栓安装时应将锚固螺钉拧入膨胀套管，锚栓锚盘应

锚压在第一层耐碱玻纤网布上，且锚盘应紧压抹面胶

浆，不得有翘曲；

　　４）真空绝热板（Ｂ类）外保温系统的锚栓宜设置在真空绝

热板（Ｂ类）的四角交接缝处，且锚盘应锚压在第一层耐

碱玻纤网布上。

　　１１　第二遍抹面胶浆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锚栓安装完成且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第二遍抹面胶

浆施工；

　　２）批抹第二遍抹面胶浆应均匀、平整，厚度２ｍｍ～３ｍｍ，

并趁湿压入第二层耐碱玻纤网布；

　　３）耐碱玻纤网布应自上而下铺设，顺茬搭接，耐碱玻纤网

布的上下、左右之间的搭接宽度均不小于１５０ｍｍ。耐

碱玻纤网布不得外露，不得干搭接，铺贴平整、无褶皱；

　　４）抹面胶浆施工间歇宜留设在楼层处，以便于后续施工

的衔接。在连续墙面上如需停歇，抹面胶浆应抹成台

阶形坡茬，两层耐碱玻纤网布的留茬错开间距不小于

４００ｍｍ。

　　１２　第三遍抹面胶浆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第二遍抹面胶浆表面稍干后，可进行第三层抹面胶浆

施工，抹面胶浆厚度２～３ｍｍ，表面应平整、光滑、无抹

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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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抹面胶浆层的总厚度应满足设计和本标准的规定要

求，施工质量应符合设计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的规定。

　　１３　应按本标准５．２．４条、５．２．５条和５．２．６条的相关规

定做好外墙外保温系统特殊构造部位防水密封及防碰撞、踩踏

的细部施工；

　　１４　系统变形缝应按本标准的５．２．２条第５款规定并结合

设计要求设置，并做好防水密封处理；

　　１５　勒脚部位应采用建筑密封胶进行外保温系统与明散

水间水平交圈阻水缝的密封处理，密封应严实，不得出现断缝、

孔眼，密封胶厚不小于１０ｍｍ。伸入室外地面以下的外保温系

统应做好入地与收头部位的防水及密封处理；

　　１６　保温板粘贴后应及时施工抹面层，保温板施工裸露高

度不得超过两层，裸露时间不得超过２ｄ；

　　１７　施工过程中和施工结束后应做好对半成品、成品的保

护，防止污染和损坏；各构造层材料在完全固化前应防止淋水、

撞击和振动。

６．３．７　防火隔离带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防火隔离带保温板应与大面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一起，

自下而上按顺序同步施工；

　　２　防火隔离带保温板应与基层满贴，系统拉伸粘贴强度

不应小于０．１０ＭＰａ；

　　３　隔离带保温板之间、隔离带保温板与外保温系统的保

温板之间应拼接严密，宽度超过２ｍｍ的缝隙应用不燃保温材

料填充。隔离带接缝应与其上、下部位的保温板接缝错开，错

开距离不应小于２００ｍｍ；

　　４　防火隔离带保温板应使用锚栓辅助连接，锚栓间距不

大于３００ｍｍ，锚栓距保温板端部不小于１００ｍｍ，且每块保温板

上锚栓数量不应少于１个。

６．３．８　架空楼板保温工程施工前应在架空楼板天棚设计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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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５００ｍｍ处的墙、柱面交圈弹出标高控制线，并符合下列规

定：

　　１　架空楼板基层应清理干净，并使用界面剂进行界面处

理；

　　２　保温板与架空楼板基层应满粘，胶粘剂厚度宜为５ｍｍ

～６ｍｍ；

　　３　锚栓安装钻孔时不得穿透楼板结构和损伤预埋管线；

　　４　天棚与相邻墙、柱面交界处，应敷贴不小于３００ｍｍ宽

耐碱玻纤网布对保温板抹面层和墙柱面抹灰层进行增强处理。

６．３．９　补洞及修理

　　１　当脚手架或设备与墙体的连接拆除后应及时修补墙体

孔洞，且应使用微膨胀细石混凝土分次进行填塞，并用聚合物

水泥防水砂浆找平；

　　２　根据修补尺寸切割相应保温板，板背面满涂胶粘剂后

嵌塞入孔洞粘实；

　　３　根据修补区域尺寸裁剪耐碱玻纤网布，并使其与周边

相邻墙面中的耐碱玻纤网布搭接宽度不小于１５０ｍｍ；

　　４　在保温板表面涂抹底层抹面胶浆，压入修补的耐碱玻

纤网布，再涂抹面层抹面胶浆，其表面应与周边抹面层平顺一

致。

６．３．１０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阴阳角、外墙勒脚、檐口、门窗洞

口、女儿墙、变形缝、穿墙管孔、装饰构件等细部节点，应按设计

和本标准规定及相关标准图集等要求进行施工。

６．３．１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饰面层施工应按现行相关标准进

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抹面层施工完毕，至少养护７ｄ且表面干燥后，方可进

行饰面层施工；

　　２　涂料饰面应先施工柔性耐水腻子和弹性底涂，施工工

艺及质量要求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３　装饰砂浆厚度不应大于６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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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柔性饰面砖粘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按设计要求和施工样板做法进行试排，确定缝宽；弹出

粘贴控制线；

　　２）应采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柔性饰面砖、专用胶粘剂和

填缝剂；

　　３）柔性饰面砖胶粘剂厚度宜为２ｍｍ～４ｍｍ；

　　４）柔性饰面砖宜自上而下采用“双涂法”进行粘贴。先在

墙面基层抹压１ｍｍ～２ｍｍ厚胶粘剂，再在柔性饰面砖

粘贴面批刮一层２ｍｍ～３ｍｍ厚胶粘剂后进行粘贴；

　　５）柔性饰面砖的勾缝应待面砖粘贴固定至少４８ｈ后进行；

勾缝应平直、顺滑、无裂纹、孔眼或断缺。

　　５　幕墙饰面施工应符合设计和《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ＪＧＪ１０２、《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３３、《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等国家、行业现行相关标准

的规定。幕墙饰面的每层楼板处防火封堵等防火构造应符合

国家现行防火规范规定及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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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工程验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应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

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

本标准等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施工质量

验收。

７．１．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材料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对进场材料的品种、规格、包装、外观等进行检查验

收，并应形成相应的验收记录；

　　２　应对进场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核查记录应

纳入工程技术档案。主要核查：进场材料的出厂检测报告、出

厂合格证、中文说明书；系统及组成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定型

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进口材料入境商品检验合格证明；

　　３　应按本标准附录Ｌ的规定在施工现场对进场材料随机

抽样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复验。当复验的结果不合格时，

该材料不得使用；

　　４　在同一工程项目中，同厂家、同类型、同规格的节能材

料，当获得建筑节能产品认证、具有节能标识或连续三次见证

取样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且仅

可扩大一倍。扩大检验批后的检验中出现不合格情况时，应按

扩大前的检验批重新验收，且该产品不得再次扩大检验批容

量。

７．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应在基层质量验收合格后施工，施

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验批验收，

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分项工程验收。

７．１．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为建筑节能工程的一个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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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应遵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ＧＢ５０４１１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检验批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应由专

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组织并主持，施

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

　　２　保温板外保温分项工程验收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建

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组织并主持，施工单位项目技术

负责人、专业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验收；必要时可邀请主要

材料供应商、分包单位、设计单位相关专业的人员参加验收。

７．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蔽工程

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１　保温板附着的基层及其表面处理；

　　２　保温板粘结或固定；

　　３　被封闭的保温板厚度；

　　４　锚栓的数量、安装位置及锚固节点做法；

　　５　托架的数量、安装位置及锚固节点做法；

　　６　系统变形缝的数量、设置位置及节点做法；

　　７　抹面层内增强网（含翻包网及外墙洞口四角、阴阳角、

装饰缝和系统变形缝等部位的增强网）铺设；

　　８　抹面层厚度；

　　９　外墙洞口四周侧边、凸出外墙线条、外挑板、女儿墙或

檐口、空调机位、开敞式阳台等墙体热桥部位处理；

　　１０　细部防水密封构造。主要部位有：外保温系统与外门

窗框、穿墙套管、外墙预埋件、凸出外墙线条、外挑板、阳台板、

雨篷板、女儿墙或檐口等部位的交接处；外保温系统的起端、终

端等。

７．１．６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扣除外门窗洞

口后的保温墙面面积每１０００ｍ２ 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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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检验批划分也可根据与施工工艺流程相一致且方便施

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双方协商

确定；

　　３　当按计数方法抽样检验时，其抽样数量尚应符合《建筑

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第３．４．３条的规定。

７．１．７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　检验批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２　主控项目均应合格；

　　３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计数抽样检验时，应同时符合

下列规定：

　　１）至少应有８０％以上的检查点合格，且其余检查点不得

有严重缺陷；

　　２）正常检验一次、二次抽样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附录Ｇ判定的结果为合格。

　　４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检查验收记录、检

验批现场验收检查原始记录。

７．１．８　保温板外保温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合格；

　　２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７．１．９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完成后、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

收前，应对外保温系统构造进行现场实体钻芯检验、外保温系

统抗冲击性检验。外保温系统构造检验方法应符合《建筑节能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附录Ｆ的有关规定。外保温

系统抗冲击性检查方法应符合《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

１４４附录Ｃ第Ｃ．２节的规定。

７．１．１０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验收时应对下列资料进行核查，并

将其纳入工程技术档案：

　　１　设计文件、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和洽商以及通过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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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专项施工方案；

　　２　外保温系统及组成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主要组成材

料的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出厂合格证、中文说明书、见证取样复

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定型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进口材料入

境商品检验合格证明；

　　３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相关图像资料；

　　４　检验批验收记录、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５　现场实体检测报告。主要有：找平防水层与基层墙体

的拉伸粘结强度、保温板与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和粘结面积

比、锚栓的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６　外墙外保温系统构造现场实体钻芯检验报告、外墙外

保温系统抗冲击性检验报告；

　　７　其他对外墙外保温工程质量有影响的重要技术资料，

包括样板墙或样板间的工程技术档案资料。

７．１．１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隐蔽工程验收、检验批质量验

收、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按本标准附录 Ｍ的要求填写。

　　１　隐蔽工程验收应按本标准附录 Ｍ 表 Ｍ．０．１的要求填

写；

　　２　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本标准附录 Ｍ 表 Ｍ．０．２的要求

填写；

　　３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按本标准附录 Ｍ 表 Ｍ．０．３的要

求填写。

７．２　主控项目

７．２．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使用的材料应进行进场验收，验收

结果应经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检

查认可，且应形成相应的验收记录。各种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

与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的要求，以及

国家、行业、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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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３个试样进行检查；

质量证明文件应按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７．２．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使用的材料进场时，应按本标准附

录Ｌ的规定在施工现场对进场材料随机抽样复验，复验应为见

证取样复验。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随机抽样检验，核查复验报

告，其中导热系数、密度或单位面积质量、燃烧性能必须在同一

报告中。

　　检查数量：执行本标准附录Ｌ的规定。

７．２．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所采用外保温系统应通过型式检验

合格，施工前应由同一供应商提供配套的组成材料和型式检验

报告。型式检验报告中应包括耐候性和抗风压性能检验项目

以及配套组成材料的名称、生产单位、规格型号及主要性能参

数。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型式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

的要求对基层墙体进行界面处理和找平、防水施工，找平防水

层应无脱层、空鼓、开裂，并应符合保温板施工要求。找平防水

层与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应做现场实体检测，且不应小于

０．３０ＭＰａ。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

工程验收记录、找平防水层与基层墙体的拉伸粘结强度检测报

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找平防水层与基层墙体的拉伸粘结

强度的现场实体检测，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３处。

７．２．５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各层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

的要求，以及国家、行业、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按照

经过审批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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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６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施工质量，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温板的厚度不得低于设计要求；

　　２　保温板与基层之间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或连接必须

牢固。保温板与基层的连接方式、粘结面积比、拉伸粘结强度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保温板与基层之间的拉伸粘结强

度应进行现场拉拔试验。粘结面积比应进行剥离检验；

　　３　固定保温板的锚栓数量、位置、锚固深度、锚固节点构

造和抗拉承载力标准值应符合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锚

栓抗拉承载力标准值应做现场实体检测；

　　４　抹面层内耐碱玻纤网布、外保温系统起端和终端的翻

包网以及外墙洞口四角部位增强抗裂网布的铺贴应符合设计、

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５　系统变形缝的设置位置及节点构造应符合设计、专项

施工方案要求；

　　６　托架安装位置及锚固节点构造应满足设计和专项施工

方案的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以及拉

伸粘结强度、粘结面积比、抗拉承载力标准值的检验报告；保温

板厚度采用钢针插入或剖开尺量检查；拉伸粘结强度、粘结面

积比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附录Ｂ、附

录Ｃ的检验方法进行现场检验；锚栓抗拉承载力标准值按《外

墙外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的检验方法进行现场检验。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查３处。

７．２．７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抹面层、饰面层施工质量，应符合

设计、本标准的要求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

５０２１０等国家、行业、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饰面层施工前应对抹面层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抹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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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无脱层、空鼓和裂缝，并应平整、洁净，含水率应符合饰面层

施工的要求。

　　２　饰面层不得渗漏。当饰面层为开放式幕墙时，保温层

表面应覆盖具有防水功能的抹面层或采取其他防水措施。

　　３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细部防水密封构造应符合设计、

专项施工方案要求。主要部位有：外保温系统与外门窗框、穿

墙套管、外墙预埋件、凸出外墙线条、外挑板、阳台、雨篷、女儿

墙或檐口等部位的交接处；外保温系统的起端、终端等。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８　采用防火隔离带构造的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前编制

的专项施工方案应符合《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

程》ＪＧＪ２８９的规定，并应制作样板墙，其采用的材料和工艺应

与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相同。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核查；检查样板

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９　防火隔离带组成材料应与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

相配套，防火隔离带应与基层墙体可靠连接，防火隔离带面层

材料应与保温板外保温一致。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１０　保温板外保温防火隔离带的保温板的燃烧性能等级

应为Ａ级，并应符合本标准第４．３．９条的规定。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及型式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２．１１　外门窗（含凸窗）洞口四周、突出外墙线条、外挑板、雨

篷、女儿墙或檐口、空调机位等热桥部位，应按设计要求采取节

能保温措施。采用保温浆料做保温层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应在施工中制作同条件试件，检测其导热系数、干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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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和抗压强度。保温浆料的试件应为见证取样检验。

　　２　保温浆料与基层之间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必须牢

固，不应脱层、空鼓、开裂。保温浆料厚度大于２０ｍｍ时，应分

层施工。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采用红外热像仪检查或现

场钢针插入尺量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同条件试件检

验报告。

　　检查数量：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

５０４１１第３．４．３条的规定抽检。最小抽样数量不得少于５处。

每个单位工程至少留置一组导热系数、干密度试件、一组抗压

强度试件。

７．３　一般项目

７．３．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进场时，其外观和包装应

完整无破损。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３．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抹面层内增强网的铺贴和搭接应

符合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要求。抹面胶浆的抹压应密实，不得

空鼓，增强网应铺贴平整，不得皱褶、外露。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５处，每处不少于２ｍ
２。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应全数检查。

７．３．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保温层的表面垂直度、立面垂直度、

阴阳角方正的允许偏差应不大于４ｍｍ。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１０处。隐蔽工

程验收记录全数检查。

７．３．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抹面层的施工质量应符合《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等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７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其表面垂直度、立面垂直度、阴阳角方正的允许偏差应不大于

３ｍｍ。

　　检验方法：尺量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１０％，并不少于１０处。隐蔽工

程验收记录全数检查。

７．３．５　有机类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防护层厚度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

　　检验方法：对照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测报告核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７．３．６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抗冲击性应符合设计、本标准的要

求和《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等国家、行业、地方现

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对照保温板外保温抗冲击性检测报告核查。

　　检查数量：外保温系统的首层（含易碰撞部位）、其他层各

检验不少于３处。

７．３．７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架眼、孔洞、外

门窗框或附框与洞口之间的间隙等。应按照专项施工方案采

取隔断热桥措施，不得影响墙体热工性能。

　　检验方法：对照专项施工方案检查施工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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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使用与维护

８．０．１　工程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供保温板

外保温工程《使用维护说明书》；建设单位或物业管理部门应制

定相应管理制度和监督措施，并应向各用户宣传。

８．０．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竣工验收后，不得随意对系统及表

面进行打孔（洞）、锤击等方式的破坏，禁止受到酸、碱性等化学

药品的侵蚀。

８．０．３　已交付使用的工程，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日常检査和

维护工作应由物 业管理部门负责，用户应配合并服从物业部门

的监督管理。

８．０．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应进行周期性的检

查，检查周期根据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已使用年限可按表８．０．４

确定。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出现渗漏、脱落或空鼓破坏时，应及

时由施工单位或专业施工队伍制定专项方案进行修补或维修

更换。

表８．０．４　外墙外保温系统检查周期

已使用年限Ａ（年） 检查周期（年）

Ａ≤５ ３

５＜Ａ≤１５ ２

１５＜Ａ≤２５ １

Ａ≥２５ 安全性检测

８．０．５　建筑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建筑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维修前应进行评估；

　　２　当修复面积合计达到５０ｍｍ
２ 及以上时，应制定修复设

计方案；当修复面积合计达到５０ｍｍ２ 以下时，应在评估报告中

明确修复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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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应制定维修施工方案，明确维修施工要点；

　　４　维修工程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

　　５　应对维修工程进行验收。

８．０．６　对于外墙真空绝热板（Ｂ类）破坏或漏气现象，可按现行

标准《红外热像法检测建筑外墙饰面粘结质量技术规程》ＪＧＪ／Ｔ

２７７的规定选用红外摄像仪进行检查。

８．０．７　用户需安装空调、晾衣架和集热板等设施时，安装施工

作业应在物业管理部门批准后严格按设计和预留标示部位进

行，并应由专业施工人员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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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

和配套部品出厂检验

（规范性附录）

　　产品出厂时，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报告应符合表Ａ

规定的检验项目。

表Ａ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出厂检验项目

材料名称 出厂检验项目

石墨模塑聚苯板
表观密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压
缩强度

石墨匀质保温板
干表观密度、抗压强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
抗拉强度、体积吸水率、导热系数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
干密度、垂直于板面方向抗拉强度、抗压强
度、抗折强度、质量含水率

岩棉条和岩棉板
密度、憎水率、体积吸水率（全浸）、垂直于板
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岩棉条复合板
单面复合层厚度、单位面积质量、拉伸粘结
强度（原强度）、压缩强度

硬泡聚氨酯保温板
单面复合层厚度、芯材密度、垂直于板面方
向的抗拉强度、压缩强度

泡沫玻璃保温板
密度、导热系数、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
度、抗压强度

发泡陶瓷保温板 密度、抗压强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度

真空绝热板（Ｂ类）
穿刺强度、压缩强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
拉强度、导热系数

胶粘剂（粘结砂浆） 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可操作时间

抹面胶浆 拉伸粘结强度（原强度）、可操作时间

耐碱玻璃纤维网布
网孔中心距、单位面积质量、拉伸断裂强力、
断裂伸长率

热镀锌电焊网 丝径、网孔中心距、焊点抗拉力、镀锌层重量

岩棉板界面剂 粘结强度（原强度）

锚　栓 圆盘直径、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弹性底涂 表干时间

柔性耐水腻子 容器中的状态、施工性、表干时间

柔性饰面砖的粘结砂浆 拉伸粘结强度

柔性饰面砖勾缝剂 拉伸粘结强度（常温常态）、凝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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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

和配套部品包装、运输及贮存

（规范性附录）

犅．０．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所用材料的包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温板包装宜采用软质材料以保护表面和边角，避免

碰损或变形，堆放高度不得高于３ｍ；

　　２　胶粘剂、抹面胶浆等干混砂浆类产品应采用防潮纸袋

或专用包装袋密封包装；

　　３　耐碱玻纤网布应整齐地卷在内壁印有企业名称与商标

的硬质纸管上，不得折叠，并用防水防潮塑料袋包装，应竖立堆

放；

　　４　锚栓及配件应用纸盒或纸箱包装；

　　５　包装袋上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与数量、标准号、生产

日期与保质期、生产单位与地址、商标以及质量追溯二维码，干

混砂浆类产品还应注明现场拌制的料水比。

犅．０．２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所用材料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粉状材料在运输时应防止日晒、雨淋、高温、潮湿、重

压，按一般运输方式办理；

　　２　液态剂类材料宜按一般运输方式办理，运输、装卸过程

中，应整齐码装。应注意防冻并防止雨淋、曝晒、挤压、碰撞、扔

摔，保持包装完好无损；

　　３　石墨模塑聚苯板应侧立搬运，在搬运过程中应侧立贴

实，并用包装带或麻绳与运输设备固定好；其他保温板材在运

输过程中应平放或侧立贴实，并与运输设备固定好；严禁烟火，

不应长期露天曝晒和雨淋；不应重压猛摔或与锋利物品碰撞，

以避免破坏和变形；

　　４　耐碱玻纤网布应采用干燥的有遮篷运输工具运输，应

防止雨淋和过分挤压；

　　５　热镀锌电焊网在运输中应避免冲击、挤压、雨淋、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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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学品的腐蚀，产品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

　　６　柔性饰面砖在运输中不应扔摔、雨淋，保持包装完好。

犅．０．３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所用材料的贮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外保温系统的所有组成材料均应防止与腐蚀性介质接

触，远离火源，不应露天长期曝晒；存放场地应防火、干燥、通

风、防冻；

　　２　所有材料应按型号、规格分类贮存，贮存期限不应超过

材料保质期。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处，远离火源，避免重

压。

犅．０．４　施工现场超过保质期的产品，应由国家认定或认可的

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其进行性能复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严

禁使用已结块的干混砂浆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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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犆　系统拉伸粘结强度现场试验方法

（规范性附录）

犆．１　基层墙体与胶粘剂的拉伸粘结强度检验方法

犆．１．１　在每种类型的基层墙体表面上取５处有代表性的位置

分别涂胶粘剂或界面砂浆，面积为３００ｃｍ２～４００ｃｍ
２，厚度为

５ｍｍ～８ｍｍ。干燥后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

强度检验标准》ＪＧＪ１１０规定进行试验，断缝应从胶粘剂或界面

砂浆表面切割至基层墙体表面。当基层墙体表面有找平层时，

应切断找平层。宜采用电动加载方式的数显式粘结强度检测

仪，拉伸速度为（５±１）ｍｍ／ｍｉｎ。

犆．１．２　试验结果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组试样拉伸粘结强度平均值不应小于本标准规定；

　　２　每组可有一个试样的拉伸粘结强度小于本标准规定

值，但不应小于规定值的７５％。

犆．２　系统抗冲击性检验方法

犆．２．１　外保温系统抗冲击性检验应在保护层施工完成２８ｄ后

进行。应根据抹面层和饰面层性能的不同而选取冲击点，且不

要选在局部增强区域和耐碱玻纤网布搭接部位。

犆．２．２　采用摆动冲击，摆动中心固定在冲击点的垂线上，摆长

至少为１．５０ｍ。取钢球从静止开始下落的位置与冲击点之间

的高差等于规定的落差。１０Ｊ级钢球质量为１０００ｇ，落差为１．０２ｍ；

３Ｊ级钢球质量为５００ｇ，落差为０．６１ｍ。

犆．２．３　应按ＪＧＪ１４４中附录Ａ第Ａ．４．３条规定对试验结果进

行判定。

犆．３　系统拉伸粘结强度试验方法

犆．３．１　外保温系统拉伸粘结强度应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工

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ＪＧＪ１１０规定进行试验，试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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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宜采用电动加载方式的数显式粘结强度

检测仪，拉伸速度为（５±１）ｍｍ／ｍｉｎ。

犆．３．２　保温层与基层墙体拉伸粘结强度，断缝应切割至基层

墙体。切割宜选在保温材料与基层墙体之间充满粘贴剂的部

位，否则应按实际粘贴面积进行换算。

犆．３．３　抹面层与保温层拉伸粘结强度，断缝应切割至保温层，

保温层切割深度不大于１０ｍｍ。

犆．３．４　试验结果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每组试样粘结强度平均值不应小于本标准规定；

　　２　每组可有一个试样的粘结强度小于本标准规定值，但

不应小于规定值的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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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犇　石墨匀质保温板面密度

偏差试验方法

　　随机抽取５块相同规格尺寸的石墨ＥＰＳ匀质保温板，称量

每块试样的质量，按式（Ｃ．１）计算面密度：

　　　　　　　ρｓ＝
犿

犾×狑
×１００％ （Ｄ．１）

式中：ρｓ———面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平方厘米（ｋｇ／ｃｍ
２）；

犿———质量，单位为克（ｇ）；

犾 ———长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狑———宽度，单位为毫米（ｍｍ）。

　　取５块试样的平均值，修约至０．１ｋｇ／ｃｍ
２。

　　面密度允许偏差按式（Ｃ．２）计算：

　　　　　　　　δｐｓ＝
ρｓ－ρｓ０

ρｓ０
×１００％ （Ｄ．２）

式中：δρｓ———面密度偏差，以百分数（％）表示；

ρｓ———面密度平均值，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ｋｇ／ｍ
２）；

ρｓ０———面密度标称值，单位为千克每平方米（ｋｇ／ｍ
２）。

　　结果修约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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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犈　锚栓抗拉承载力平均值

试验方法

　　在多孔砖砌体、空心砖（砌块）基层墙体上，进行１０个锚栓

抗拉承载力拉拔试验，具体试验方法按照ＪＧ／Ｔ３６６标准进行。

　　锚栓试件数量１０个；

　　试验结果：

　　锚栓抗拉承载力平均值值应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犉平均＝∑犉ｉ／１０

式中：犉平均———锚栓抗拉承载力平均值，单位（ｋＮ）；

犉犻 ———犉１～犉ｎ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锚栓抗拉承载力，

单位（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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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犉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

胶浆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方法

犉．０．１　本方法适用于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原

材料及实体中胶粘剂、抹面胶浆所含聚合物有效成分的测定。

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是指对样本中所含聚合物的种类进行鉴

别及对聚合物的有效成分含量进行测定。

犉．０．２　检测仪器、辅助工具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高倍体视显微镜

　　目镜：２０×；物镜：０．７～４．０倍可调节

　　观察条件：

　　反射光：明场。

　　２　偏光显微镜（ＯＭ）

　　目镜：１０×；物镜：１６×、２５×、４０×、６３×；

　　观察条件：

　　透射光：明场、单偏光、正交偏振光；

　　反射光：明场、暗场、单偏光、正交偏振光、荧光；

　　物镜转盘：６孔对中物镜转盘；

　　数字化图像分析工作站：计算机、数码摄像头、打印机、图

像分析软件。

　　３　综合热分析仪（ＤＳＣ－ＴＧ）；

　　温度范围：（室温～１５００）℃；

　　升温速率：（０～１００）℃／ｍｉｎ；冷却速度：＜２０ｍｉｎ；

　　量热准确度／精度：Ａ级；

　　天平分辨率：０．１μｇ。

　　４　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仪（ＩＲ）

　　波数测量范围：（４０００～４００）ｃｍ
－１；

　　分辨力：＞１．０ｃｍ
－１。

　　５　Ｘ－射线衍射仪（ＸＲＤ）

　　最大输出功率：≥２ｋ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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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重复性：≤０．００４
０；

　　测量精度：≤０．０４
０；

　　整机综合稳定度：≤±３％。

　　６　应具备下列辅助工具

　　磁力搅拌加热器、旋转蒸发器、电子天平（０．１ｍｇ）、电热鼓

风控温干燥箱、试样粉碎机、脂肪提取器等，以及标准砂样筛、

称量瓶、坩埚、量筒、烧瓶等试验工具。

犉．０．３　样品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１　胶粘剂、抹面胶浆原材料样本置于电热鼓风控温干燥

箱中８０℃下烘干至恒重；

　　２　实体材料中胶粘剂样本应清除其表面上粘附的保温

板、基层水泥砂浆，于电热鼓风控温干燥箱中８０℃下烘干至恒

重；

　　３　实体材料中抹面胶浆样本应去除表面粘附的保温板，

并用边长小于表面抗裂耐碱玻纤网布网眼内缘１ｍｍ的打孔器

切取各网眼中间部分的抹面胶浆，应避免将紧贴耐碱玻纤网布

的硬化胶浆及耐碱玻纤网布切下来，于电热鼓风控温干燥箱中

８０℃下烘干至恒重。

犉．０．４　样品中聚合物有效成分分离处理应按照下列步骤进

行：

　　１　将上步处理的受检样本研磨，至全部通过０．０７５ｍｍ孔

径的方孔筛；

　　２　取若干份（每份宜为０．５ｇ左右）研细过筛后的受检样

本至５０ｍＬ标口三角瓶中，分别与（２０～２５）ｍＬ不同溶剂混匀，

盖上瓶塞静置３０ｍｉｎ至１ｈ后，取少量底部固形物颗粒，在载玻

片上摊平，用显微镜观察，宜选择溶胀程度高的溶剂对样本进

行溶出分离；

　　３　称取样本重量约５ｇ，应精确至０．１ｍｇ，记为 ｍ１。转入

１００ｍＬ标准口三角瓶中，加入选出的溶剂４０ｍＬ 和磁力搅拌

子，瓶口装上通冷凝水的回流冷凝管，固定在磁力加热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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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开动搅拌器控制搅拌子稳定在适当转速，使样品充分混匀。

宜设定适当温度使瓶中溶剂处于回流状态，维持搅拌状态回流

１ｈ，降温至室温，分出并收集回流上清剂。剩余样本８０℃烘干

称重后，重复上述操作，直至样本恒重。以上步骤可采用脂肪

提取器，溶剂体积增加至３００ｍＬ，保持回流状态淋洗样本至恒

重，收集回流上清液；

　　４　上述步骤处理后的剩余样本达到恒重后，记为ｍ２，应精

确至０．１ｍｇ；

　　５　将收集的回流上清液取少量滴于有方形凹槽的样品板

上，放入红外线干燥箱中烘干，待溶剂完全挥发后，测定ＸＲＤ

谱图。若出现样品中无机组分的衍射峰，则判定有杂质混入，

此次分离失败，应重新进行前述检测步骤；

　　６　不含无机组分杂质的回流上清液除去溶剂、干燥，分离

完成。

犉．０．５　通过测定溶出物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吸收光谱，确定溶

出物的聚合物种类，该结果为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

胶浆聚合物有效成分种类。

犉．０．６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聚合物有效成分

含量应按以下步骤得出：

　　１　通过测定受检样本溶出分离处理前后的重量差，即 ｍ１

减去ｍ２，三次平行测定结果偏差应不大于ｍ１的０．１％。三次测

定结果平均值记为ｍ；

　　２　通过测定溶出物的差示扫描量热－热重谱图确定溶出

物中聚合物有效成分的百分含量Ｐ，应精确至０．１％；

　　３　聚合物有效成分的含量Ｘ由以下公式得到：

　　　　　　　犡＝
Δ犿

犿１
×犘×１００％ （Ｃ．６）

式中：犡 ———受检样本中聚合物有效成分含量，％；

犿１ ———受检样本溶出分离处理前的质量，ｇ；

Δ犿———受检样本溶出分离处理前后的质量差，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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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 ———从受检样本中溶出分离的聚合物有效成分含

量，％。

犉．０．７　实体中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在外墙外保温分项工程完

成后进行。

犉．０．８　实体中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的取样部位和数量，应遵

循以下规定：

　　取样位置为已完工的外墙外保温分项工程外墙实体，建筑

实体单栋每１００００ｍ２为一个检验批，不足１００００ｍ２按一个检验

批计，一批中至少取３个点，应选取相对隐蔽部位，并宜兼顾不

同朝向和楼层，可在外墙外保温节能系统拉伸粘结强度检测同

时进行取样，取样数量为各点相加胶粘剂、抹面胶浆各５０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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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犌　耐碱玻纤网布耐碱性

快速试验方法

（规范性附录）

犌．０．１　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玻璃纤维网布耐碱性

试验方法 氢氧化钠溶液浸泡法》ＧＢ／Ｔ２０１０２的规定。

犌．０．２　试样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将未经碱溶液浸泡的试样置于（６０±２）℃的烘箱内干

燥５５ｍｉｎ～６５ｍｉｎ，取出后应在温度（２３±２）℃、相对湿度（５０±

５）％的环境中放置２４ｈ以上；

　　２　经碱溶液浸泡的试样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碱溶液配制：每升蒸馏水中含有 Ｃａ（ＯＨ）２０．５Ｆ，

ＮａＯＨ１ｇ，ＫＯＨ４ｇ，１Ｌ碱溶液浸泡３０ｇ～３５ｇ的耐碱玻

纤网布试样，根据试样的质量，配制适量的碱溶液；

　　２）将配制好的碱溶液置于恒温水浴中，碱溶液的温度控

制在（６０±２）℃；

　　３）将试样平整地放入碱溶液中，加盖密封，确保试验过程

中碱溶液浓度不发生变化；

　　４）试样在（６０±２）℃的碱溶液中浸泡２４ｈ±１０ｍｉｎ。取出

试样，用流动水反复清洗后，放置于０．５％的盐酸溶液

中１ｈ，再用流动的清水反复清洗。置于（６０±２）℃的烘

箱内干燥６０ｍｉｎ±５ｍｉｎ，取出后应在温度（２３±２）℃、相

对湿度（５０±５）％的环境中放置２４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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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犎　系统常用配件

犎．０．１　系统常用配件

序号 配件名称 组成及用途 型　号 附　图

１ 托架

外保温层的支

承件，以封闭
和保护系统终

端。

２ｍ／根，宽 度
取决于保温

板厚度，厚度
不小于２ｍｍ

２ 凸缘锚栓

用 于 固 定 托

架。

由塑料膨胀套

管（Φ８ｍｍ）和
镀 锌 钢 钉 组

成。

Φ８ｍｍ×７５ｍｍ

３
ＰＶＣ
护角线条

自带耐碱玻纤

网布，置于外
墙阳角及门窗

外侧洞口边角

抹面层中的护

角件，提高阳
角部位的抗冲

击性能。

长度：

２．５ｍ／根；

耐碱玻纤网

布宽度：

１２５ｍｍ×

１２５ｍｍ

４ 滴水线条

在 外 墙 保 温

中，设置于门
窗洞口上边沿

以及阳台、檐
口的下边沿，

减少水流污染

墙体饰面的一

种两侧带有耐

碱型网布的高

耐候性塑料线

条。

２ｍ／根，

网布宽度：

１２５ｍｍ×

１２５ｍｍ；

滴水条宽度：

２０ｍｍ×２０ｍｍ

７８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犎．０．２　铝合金托架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铝合金托架材料应先冲孔后进行阳极氧化处理。氧化

膜厚度不应小于１０ｕｍ，整个托架的氧化处理应均匀一致。型

材表面应清洁，不得有裂纹、起皮、腐蚀、气泡、氧化膜脱落现

象，在冲孔处及型材边缘处不得有毛刺，托架两端及边缘不得

有开口；

　　２　铝合金托架示意图见图４．４．１０；

图４．４．１０　铝合金托架示意

　　３　铝合金托架应选用适宜的规格尺寸，见表４．４．１０。

表４．４．１０　铝合金托架应选用适宜的规格尺寸

保温板厚度 Ｄ（ｍｍ）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托架肢宽 Ａ（ｍｍ） ３２ ４２ ５２ ６２ ７２ ８２ ９２

托架肢厚Ｂ（ｍｍ）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８８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犑　建筑热工计算

Ⅰ　二维算法

犑．０．１　外墙的传热系数应为包括结构性热桥在内的平均传热

系数，平均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犓ｍ＝犓＋
∑ψｊ犾ｊ
犃

（Ｊ．０．１）

式中：犓ｍ ———围护结构单元的平均传热系数［Ｗ／（ｍ
２·Ｋ）］；

犓 ———围护结构平壁的传热系数［Ｗ／（ｍ２·Ｋ）］；

ψｊ———围护结构上的第ｊ个结构性热桥的线传热系数

［Ｗ／（ｍ·Ｋ）］；

犾ｊ ———围护结构第ｊ个结构性热桥的计算长度（ｍ）；

犃 ———围护结构的面积（ｍ２）。

犑．０．２　透光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应按下式计算：

　　犓＝
∑犓ｇｃ犃ｇ＋∑犓ｐｃ犃ｐ＋∑犓ｆ犃ｆ＋∑ψｇ犾ｇ＋∑ψｐ犾ｐ

∑犃ｇ＋∑犃ｐ＋∑犃ｆ
（Ｊ．０．２）

式中：犓———幕墙单元、门窗的传热系数［Ｗ／（ｍ２·Ｋ）］；

犃ｇ———透光面板面积（ｍ
２）；

犾ｇ ———透光面板边缘长度（ｍ）；

犓ｇｃ———透光面板中心的传热系数［Ｗ／（ｍ
２·Ｋ）］；

ψｇ ———透光面板边缘的线传热系数［Ｗ／（ｍ·Ｋ）］；

犃ｐ———非透光明面板面积（ｍ
２）；

犾ｐ ———非透光面板边缘长度（ｍ）；

犓ｐｃ———非透光面板中心的传热系数［Ｗ／（ｍ
２·Ｋ）］；

ψｐ ———非透光面板边缘的线传热系数［Ｗ／（ｍ·Ｋ）］；

犃ｆ———框面积（ｍ
２）；

犓ｆ———框的传热系数［Ｗ／（ｍ
２·Ｋ）］。

Ⅱ　一维算法

犑．０．３　各构造层、保温层热阻Ｒ按下式计算：

９８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犚 ＝δ／（λ·α） （Ｊ．０．３）

式中 ：δ———材料层厚度（ｍ）；

λ———材料导热系数，［Ｗ／（ｍ·Ｋ）］；

α———保温材料导热系数的修正系数。

犑．０．４　保温复合墙体的传热系数Ｋ按下式计算：

　　　　　　　　犓＝
１

犚狅
（Ｊ．０．４）

　　　　　　　　犚狅＝犚ｉ＋犚＋犚ｅ （Ｊ．０．５）

　　　　　　　　犚＝犚１＋犚２＋…犚ｎ （Ｊ．０．６）

式中：犚ｉ———内表面换热阻，ｍ
２·Ｋ／Ｗ，按《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ＧＤ５０１７６的规定，取０．１１ｍ２·Ｋ／Ｗ；

犚ｅ———外表面换热阻，ｍ
２·Ｋ／Ｗ，按《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的规定，取０．０４ｍ２·Ｋ／Ｗ；

犚０———保温复合墙体的总传热阻（ｍ
２·Ｋ／Ｗ）；

犚１，犚２，……，犚ｎ———墙体各构造层热阻（ｍ
２·Ｋ／Ｗ）；

犚 ———墙体各构造层热阻之和（ｍ２·Ｋ／Ｗ）。

犑．０．５　整栋建筑外墙平均传热系数计算：

　　１　加权法平均传热系数计算

　　　　　犓ｍ１＝
犓１·犉１＋犓２·犉２＋……＋犓ｎ·犉ｎ

Ａ
（Ｊ．０．７）

式中：犓ｍ１———整栋建筑复合墙体的加权平均传热系数［Ｗ／（ｍ
２·Ｋ）］；

犓１，犓２，……犓ｎ———各朝向外墙包括热桥在内的传热系

数［Ｗ／（ｍ２·Ｋ）］；

犉１，犉２，……犉ｎ———建筑各朝向墙面的面积（ｍ
２）；

犃＝犉１＋犉２＋……＋犉ｎ———建筑外墙的总面积（ｍ
２）。

　　２　修正法外墙平均传热系数计算：

　　　　　　　　　犓ｍ２＝φ·犓ｐ （Ｊ．０．８）

式中：犓ｍ２———整栋建筑外墙修正法计算的平均传热系数

［Ｗ／（ｍ２·Ｋ）］；

犓ｐ ———外墙主体部位（填充墙）传热系数［Ｗ／（ｍ
２·Ｋ）］；

φ ———外墙主体部位传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按《公共建

０９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规定，夏热冬冷地区

外保温系数φ取１．１０；内保温部分修正系数φ
取１．２０。

　　３　权衡判断时，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取值：

　　１）住宅建筑，取全楼外墙加权法平均传热系数值Ｋｍ１；

　　２）公共建筑，取加权法平均传热系数值Ｋｍ１与修正法平均

传热系数Ｋｍ２中绝对值的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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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犓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主要

节点做法示意

Ｋ．０．１　外墙保温勒脚构造 Ｋ．０．２　凸窗构造

Ｋ．０．３　凸窗顶板、底板保温
Ｋ．０．４　金属窗台板构造

Ｋ．０．５　非金属窗台构造 Ｋ．０．６　封闭式阳台平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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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０．７　封闭式阳台剖面 Ｋ．０．８　封闭式阳台节点构造

Ｋ．０．９　开敞式阳台剖面 Ｋ．０．１０　开敞式阳台节点

Ｋ．０．１１　开敞式阳台平面节点 Ｋ．０．１２　系统变形缝（明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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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０．１３　滴水线部位构造 Ｋ．０．１４　阳角护角条部位构造

Ｋ．０．１５　外挑线条构造（一） Ｋ．０．１６　外挑装饰构造（二）

Ｋ．０．１７　穿墙预埋套管构造 Ｋ．０．１８　空调外机挑板、雨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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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０．１９　雨水管节点 Ｋ．０．２０　女儿墙混凝土压顶

Ｋ．０．２１　女儿墙金属板压顶 Ｋ．０．２２　平台、外廊、上人屋面节点

Ｋ．０．２３　节点构造 Ｋ．０．２４　节点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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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０．２５　正置式非上人屋面与女儿墙节点 Ｋ．０．２６　倒置式非上人屋面与女儿墙节点

Ｋ．０．２７　架空板构造 Ｋ．０．２８　节点构造

Ｋ．０．２９　内外组合保温板顶部节点构造
Ｋ．０．３０　外墙内外组合保温楼

　地面节点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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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０．３１　外墙内外组合保温系统与保温

隔声楼板节点构造　

Ｋ．０．３２　内外组合保温系统窗洞口

节点构造　　　

７９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附录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进场材料复验项目

（规范性附录）

犔．０．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进场材料复验项目应符合表Ｌ．０．１

的规定。

表Ｌ．０．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进场材料复验项目

进场材料
现场抽样

数　量
复验项目 判定方法

石墨模塑聚苯

板、硬泡聚氨酯
保温板

岩棉板

岩棉条复合板

真空绝热板
（Ｂ类）

膨胀珍珠岩保

温板、石墨ＥＰＳ
匀质保温板

泡沫玻璃保温

板、发泡陶瓷保
温板

保温浆料（同条
件试件）

胶粘剂

抹面胶浆

同厂家、同
品种 的 产

品，应扣除
外门 窗 洞

口后 的 保

温墙 面 面

积所 使 用

的 材 料

用 量， 在

５０００ｍ
２ 以

内时 应 复

验１次；面
积每 增 加

５０００ｍ
２ 应

增加１次。

同工 程 项

目、同施工
单位 且 同

时施 工 的

多个 单 位

工程，可合
并抽 检 面

积。当 符
合本 标 准

第７ 章的

相关 规 定

时，检验批
容量 可 以

扩大一倍。

导热系数或热阻、表观密
度、压缩强度、垂直于板面
方向的抗拉强度或拉伸粘

结强度、吸水率、燃烧性能

导热系数、密度、压缩强度、

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强

度、吸水量、憎水率、酸度系数

岩棉条复合板的传热系数

或热阻、单位面积质量、压
缩强度、拉伸粘结强度、吸
水量；岩棉条的酸度系数

中心区域导热系数、穿刺后
导热系数、穿刺强度、压缩
强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
拉强度、穿刺后厚度变化
率、表面吸水量

导热系数、干密度、抗压强
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
强度、吸水率

导热系数、干密度、抗压强
度、垂直于板面方向的抗拉
强度、吸水率

导热系数、干表观密度、抗
压强度、吸水率、燃烧性能

拉伸粘结强度、干燥收缩
值、聚合物有效成分

拉伸粘结强度、压折比、抗
冲击性、干燥收缩值、聚合
物有效成分、吸水量

复验 项 目

均符 合 本

标 准 第 ４
章的 技 术

要求时，即
判为合格，

其中 任 何

一项 不 合

格时，应从
原批 中 双

倍取样，对
不合 格 项

目重 新 复

验。如 两
组样 品 均

合格，则该
批产 品 为

合格，如仍
有一 组 及

以上 不 合

格，则该批
产品 判 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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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Ｌ．０．１

进场材料
现场抽样

数　量
复验项目 判定方法

耐碱玻纤网布

热镀锌电焊网

防火隔离带保

温板

锚　栓

（同上）

单位面积质量、耐碱拉伸断
裂强力、耐碱拉伸断裂保留
率、断裂伸长率

丝径、网孔尺寸、焊点抗拉
力、网面镀锌层质量

导热系数或热阻、密度、压
缩或抗压强度、垂直于板面
方向的抗拉强度或拉伸粘

结强度、吸水率或吸水量

圆盘抗拔力标准值、单个锚
栓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外墙腻子

涂料（含底涂、

中涂、面涂）

饰面砂浆

柔性饰面砖胶

粘剂

柔性饰面砖填

缝剂

柔性饰面砖

同工 程 项

目、同施工
单位、同厂
家、同品种
的产品，应
复验 不 少

于１次。

初期干燥抗裂性、吸水量、

标准状态粘结强度、动态抗
裂性

初期干燥抗裂性、吸水性、

标准状态下拉伸强度、标准
状态下断裂伸长率、标准状
态下粘结强度

初期干燥抗裂性、吸水量、

抗折强度、抗压强度、拉伸
粘结原强度

拉伸粘结强度

标准试验条件下抗折强度、

抗压强度、收缩值

表观密度、吸水率、耐碱性、

柔韧性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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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犕　隐蔽工程、检验批和分项

工程质量验收表

（规范性附录）

犕．０．１　隐蔽工程验收应按表 Ｍ．０．１的规定填写。

表Ｍ．０．１　 隐蔽工程验收表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隐　蔽　内　容 说　明

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验收结论

参加人员

建设单位项目

专业技术负责人

专 业 监 理

工程师

施工单位项目专业

质量检查员、施工员

　注：隐蔽工程图像资料放入记录的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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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０．２　检验批质量验收应按表 Ｍ．０．２的规定填写。

表Ｍ．０．２　 检验批质量验收表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　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主

控

项

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
抽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

结果

一

般

项

目

施工单位检

查评定结果
施工员：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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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０．３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按表 Ｍ．０．３的规定填写。

表Ｍ．０．３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表

编号：

工程名称 检验批数量

设计单位 监理（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

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分包内容

序号
检验批部位、

区段、系统
施工单位检查

评定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施工单位

检查结论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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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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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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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词：

正面词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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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ＧＢ／Ｔ１７６

　　２　《纤维玻璃化学分析方法》ＧＢ／Ｔ１５４９

　　３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ＧＢ／Ｔ３０９８．１

　　４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ＧＢ／Ｔ３０９８．６

　　５　《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１２部分：抗冻性的测定》

ＧＢ／Ｔ３８１０．１２

　　６　《矿物棉及其制品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４８０

　　７　《无机硬质绝热制品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４８６

　　８　《泡沫塑料及橡胶 表观密度的测定》ＧＢ／Ｔ６３４３

　　９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ＧＢ６５６６

　　１０　《增强材料 机织物试验方法 第５部分：玻璃纤维拉伸

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的测定》ＧＢ／Ｔ７６８９．５

　　１１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８１７０－２００８

　　１２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ＧＢ８６２４

　　１３　《硬质泡沫塑料吸水率的测定》ＧＢ／Ｔ８８１０

　　１４　《硬质泡沫塑料 尺寸稳定性试验方法》ＧＢ／Ｔ８８１１

　　１５　《硬质泡沫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第１部分：基本弯曲

试验》ＧＢ／Ｔ８８１２．１

　　１６　《硬质泡沫塑料 压缩性能的测定》ＧＢ／Ｔ８８１３

　　１７　《增强制品试验方法第３部分：单位面积质量的测定》

ＧＢ／Ｔ９９１４．３

　　１８　《涂料用乳液和涂料、塑料用聚合物分散体 白点温度

和最低成膜温度的测定 》ＧＢ／Ｔ９２６７

　　１９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防护热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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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２０　《绝热材料稳态热阻及有关特性的测定 热流计法》

ＧＢ／Ｔ１０２９５

　　２１　《绝热材料憎水性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０２９９

　　２２　《蒸压加气混凝土性能试验方法》ＧＢ／Ｔ１１９６９

　　２３　《绝热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 标定和防护热箱法》

ＧＢ／Ｔ１３４７５

　　２４　《建筑用绝热制品 压缩性能的测定》ＧＢ／Ｔ１３４８０

　　２５　《硅酮及改性硅酮建筑密封胶》ＧＢ／Ｔ１４６８３

　　２６　《建筑材料及其制品水蒸气透过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７１４６

　　２７　《玻璃纤维网布耐碱性试验方法 氢氧化钠溶液浸泡

法》ＧＢ／Ｔ２０１０２

　　２８　《建筑保温砂浆》ＧＢ／Ｔ２０４７３

　　２９　《建筑涂料用乳液》ＧＢ／Ｔ２０６２３

　　３０　《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ＧＢ／Ｔ２５９７５

　　３１　《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ＧＢ／Ｔ２９９０６

　　３２　《建筑墙板试验方法》ＧＢ／Ｔ３０１００

　　３３　《建筑用绝热制品 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的测定》

ＧＢ／Ｔ３０８０４

　　３４　《建筑用绝热制品 部分浸入法测定短期吸水量》

ＧＢ／Ｔ３０８０５

　　３５　《建筑用绝热制品 在指定温度湿度条件下尺寸稳定性

的测试方法》ＧＢ／Ｔ３０８０６

　　３６　《建筑用绝热制品 浸泡法测定长期吸水性》

ＧＢ／Ｔ３０８０７

　　３７　《建筑用绝热制品 湿热条件下垂直于表面的抗拉强度

保留率的测定》ＧＢ／Ｔ３０８０８

　　３８　《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安全性评价方法》ＧＢ／Ｔ３１４３５

　　３９　《建筑用绝热制品 剪切性能的测定》ＧＢ／Ｔ３２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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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镀锌电焊网》ＧＢ／Ｔ３３２８１

　　４１　《外墙外保温系统动态风压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６５８５－２０１８

　　４２　《真空绝热板》ＧＢ／Ｔ３７６０８

　　４３　《砌体结构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３

　　４４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９

　　４５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

　　４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４７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

　　４８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

　　４９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３

　　５０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

　　５１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

　　５２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

　　５３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ＧＢ５０３２５

　　５４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

　　５５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ＧＢ５０７２０

　　５６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ＧＢ５０８７０

　　５７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ＧＢ／Ｔ５０９０５

　　５８　《聚氨酯建筑密封胶》ＪＣ／Ｔ４８２

　　５９　《陶瓷砖胶粘剂》ＪＣ／Ｔ５４７

　　６０　《泡沫玻璃绝热制品》ＪＣ／Ｔ６４７

　　６１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ＪＣ／Ｔ９０７

　　６２　《陶瓷砖填缝剂》ＪＣ／Ｔ１００４

　　６３　《墙体饰面砂浆》ＪＣ／Ｔ１０２４

　　６４　《建筑用膨胀珍珠岩保温板》ＪＣ／Ｔ２２９８

　　６５　《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砂浆》

ＪＣ／Ｔ２５６６

　　６６　《轻骨料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１２

　　６７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ＪＧＪ３３

６０１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６８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４６

　　６９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ＪＧＪ／Ｔ７０

　　７０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ＪＧＪ８０

　　７１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０２

　　７２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ＪＧＪ１１０

　　７３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ＪＧＪ１３３

　　７４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１３４

　　７５　《外墙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

　　７６　《建筑外墙用腻子》ＪＧ／Ｔ１５７

　　７７　《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ＪＧ／Ｔ１５８

　　７８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３５

　　７９　《无机轻集料砂浆保温系统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２５３

　　８０　《红外热像法检测建筑外墙饰面粘结质量技术规程》

ＪＧＪ／Ｔ２７７

　　８１　《保温装饰板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ＪＧ／Ｔ２８７

　　８２　《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ＪＧＪ２８９

　　８３　《柔性饰面砖》ＪＧ／Ｔ３１１

　　８４　《保温防火复合板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３５０

　　８５　《外墙保温用锚栓》ＪＧ／Ｔ３６６

　　８６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４１６

　　８７　《硬泡聚氨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ＪＧ／Ｔ４２０

　　８８　《无机轻集料防火保温板通用技术要求》ＪＧ／Ｔ４３５

　　８９　《建筑用真空绝热板》ＪＧ／Ｔ４３８

　　９０　《泡沫玻璃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技术要求》ＪＧ／Ｔ４６９

　　９１　《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

　　９２　《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ＪＧ／Ｔ４８３

　　９３　《建筑用发泡陶瓷保温板》ＪＧ／Ｔ５１１

　　９４　《建筑外墙涂料通用技术要求》ＪＧ／Ｔ５１２

　　９５　《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ＪＧ／Ｔ５３６

７０１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９６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１４６６

　　９７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５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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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方标准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犇犅３４／犜３８２６－２０２１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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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ＤＢ３４／Ｔ３８２６－２０２１，

经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以第１号公告批

准、发布。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对我省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

应用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年来安徽省外墙外保温工

程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有关国内、国际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

准和工程实践经验，对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设计、施工、质

量验收，以及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组成材料和配套部品等

分别作了规定。

　　本标准凝聚了《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ＤＢ３４／

Ｔ２８３９、《匀质改性防火保温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ＤＢ３４／

Ｔ２６９５、《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ＤＢ３４／Ｔ２４１８、

《岩棉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ＤＢ３４／Ｔ１８５１、《岩棉保温防火

复合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ＤＢ３４／Ｔ２８４０等编制组各位专

家的心血，在此次标准编制过程中，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天津市

绿色建筑促进发展中心、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工业

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滁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肥西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长丰县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阜阳市建

筑节能协会、蚌埠市建筑业协会等单位以及有关设计、研究、生

产单位和专家给予了多方面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

谢！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生产企业等单位的有

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保温板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

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

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关键性条文的设定理由作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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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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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条阐明了编制本标准的目的。一是借鉴先进国家的

成熟经验指导我省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二是控制和保证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质量，促进外墙外保温

行业健康发展。

　　外墙外保温工程在欧洲已有近６０年以上的历史，欧洲是

世界上最早开展技术认定的地区，早在１９７９年，就已发布了

ＥＰＳ板薄抹面外保温系统鉴定指南。１９９２年又发布了具有无

机抹面层的外保温系统鉴定指南。欧洲技术认可组织（ＥＯＴＡ）

于２０００年发布了《有抹面复合外保温系统欧洲技术认可指南》

（ＥＯＴＡＥＴＡＧ００４）。该指南对外保温系统的技术性能、试验

方法以及技术认定要求做了全面规定，是对外保温系统进行技

术认定的依据。欧洲是把外保温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认定

的，其中包括外保温系统的构造和设计、施工要点，系统和组成

材料性能及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等诸多方面。

　　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外保温工程试点，尤其

是第一套外墙外保温国家标准图的出版发行，对外墙外保温的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外墙外保温在建筑节能和室内

环境舒适性等方面的诸多优点，得到了优先重点发展和市场认

可。由于我国的外保温技术开发起步较晚，外保温系统还在不

断的发展完善中，外保温工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部

分外保温系统及材料防火性能较差，存在火灾隐患，在外墙外

保温工程施工阶段发生了部分火灾事故。另外在外保温工程

使用阶段出现了保护层开裂、空鼓和脱落、个别工程出现外保

温系统大面积脱落、雨水通过裂缝渗至外墙内表面等质量问

题。这些问题若不及时加以解决，将会对我省日益发展的外保

温市场造成不良影响，并给外保温工程留下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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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４年《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发布实施以来，

建筑节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各地相继迈入节能第三

步，民用建筑节能率提升到６５％，部分先达地区率先实施７５％

和８２％的节能标准。安徽省新的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ＤＢ３４／１４６６、《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５０７６已相

继发布实施；行业标准《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ＪＧＪ１４４也

已发布实施。结合安徽省工程实际和节能产业发展现状，着力

解决目前保温板类产品和系统种类较多，各单项行业、地方相

似标准多，缺乏协调统一性，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在工程应用方

面依据不足。

　　近几年，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在我省建筑外保温工程中

应用最广泛、用量最多，保温板在专业工厂集中生产，具有质量

可控性强、耐候性能好、防火性能优、施工方便快捷等优点。通

过粘、锚、托连接固定的石墨模塑聚苯板、石墨聚苯颗粒匀质改

性防火保温板、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岩棉板、岩棉条复合板、泡

沫玻璃保温板、发泡陶瓷保温板（无釉面）、硬泡聚氨酯复合保

温板、建筑用真空绝热板（Ｂ类）等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

技术已趋成熟，本次编制纳入本标准的范围。

　　为了使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在产品、设计、施工和验收等环

节的管理得到有效控制，确保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提高应用

技术水平，制定本标准。本标准给出了外墙外保温系统的性能

要求，用于检查各项性能的检验方法以及对于设计和施工的相

应规定，以便把外墙外保温工程做得更安全、更有效、更耐久。

１．０．２　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适用于以混凝土、砌体为基层墙

体的新建、改（扩）建民用建筑的保温隔热工程，以及保温板外

墙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和配套部品的质量控制，既有建筑的节

能改造情况较复杂，需根据实际情况编制专项方案。

１．０．３　本条说明与其它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国家现行相

关标准主要包括建筑防火、建筑工程抗震、建筑节能等方面的

标准和规范。有关标准见“引用标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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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板外墙保温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中，应同时遵守国

家、行业和安徽省相关标准和规定，特别是其中的强制性条文，

以保证保温工程的科学、安全使用。采用保温板外墙保温系统

的外墙，其保温、隔热和防潮性能应符合《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

范》ＧＢ５０１７６、《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９、《夏热冬冷

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１３４、安徽省工程建设标准《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１４６６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ＤＢ３４／５０７６的规定。

　　与外保温系统及材料相关的标准主要包括《外墙外保温工

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

料》ＧＢ／Ｔ２９９０６、《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

Ｔ４８０、《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ＪＧ／Ｔ５３６、《建筑外墙

外保温用岩棉制品》ＧＢ／Ｔ２５９７５、《保温防火复合板应用技术规

程》ＪＧＪ／Ｔ３５０、《建筑用膨胀珍珠岩保温板》ＪＣ／Ｔ２２９８、《无机

轻集料防火保温板通用技术要求》ＪＧ／Ｔ４３５、《建筑用真空绝热

板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４１６、ＪＧ／Ｔ１５８《胶粉聚苯颗粒外墙外

保温系统材料》、《硬泡聚氨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ＪＧ／Ｔ４２０、《泡沫玻璃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技术要求》ＪＧ／Ｔ

４６９、《膨胀珍珠岩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用砂浆》ＪＣ／Ｔ２５６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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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４　墙体可为非砌筑类或砌筑类墙体，非砌筑类墙体包括

普通混凝土、轻集料混凝土和加气混凝土墙板等，砌筑类墙体

材料可采用烧结多孔砖、烧结煤矸石空心砖、混凝土多孔砖、混

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加气混凝土砌块等，也可采用蒸压灰砂普

通砖、蒸压粉煤灰普通砖。外墙外保温系统施工安装前，应对

其所附着的基层墙体应进行找平、防水处理，通常选用聚合物

水泥防水砂浆，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找平层与基层墙体的拉伸

粘结强度应满足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且不低于０．３０ＭＰａ。

２．０．１４　该制品的厚度为切割间距，宽度为原岩棉板的厚度。

使用时主要纤维的排列方向垂直墙面。

２．０．２１　是一种由高聚物改性后的新型结合层处理材料，外观

呈灰色固体粉末，经水化反应后能形成与混凝土有较大粘附力

并具有一定韧性的高强硬化体，是应用于增强混凝土表面性能

或赋予混凝土表面所需要功能的一种表面处理材料。

　　混凝土界面处理剂主要用于处理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粉

煤灰砌块等表面，解决这些表面由于吸水特性或光滑而引起面

层不易黏结、抹灰层空鼓、开裂、剥落等问题，能够显著增强新

旧混凝土之间以及混凝土与抹灰砂浆之间的黏结力，能够取代

传统的凿毛工序、保证工程质量和加快施工进度等。它对光滑

的混凝土表面和多孔的加气混凝土均有很好的粘附性。可广

泛应用于各种混凝土内外墙面、天棚等部位的结合层处理，轻

质砌块也可使用。混凝土基体面经用界面处理剂处理后可以

有效防止砂浆抹灰层的空鼓、起壳等质量通病。

２．０．２２　用以改善岩棉板表面粘结性能的高分子聚合物乳液，

应具有防水功能，宜采用聚丙烯酸脂类聚合物１∶１∶１＝乳液

∶水泥∶砂和憎水剂等配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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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３．０．２　对建筑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使用的安全性、耐久

性、稳定性等提出了设计、施工要求，应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功

能。

　　对于外保温工程或工程各部分的基本规定，编制时主要参

考了欧洲技术认定组织（ＥＯＴＡ）《有抹面复合外保温系统欧洲

技术认可指南》ＥＯＴＡＥＴＡＧ００４，同时考虑了我省的实际情

况。

　　在ＥＯＴＡＥＴＡＧ００４中，依据建筑产品条令（ＣＰＤ），将外

保温工程理解为“组合、组装、施用或安装于工程中的”产品，并

应“具有能保证工程符合基本要求的特性”。因此，在得到正常

维护的情况下，在一个经济上合理的使用寿命期内，外保温工

程必须满足以下６项基本要求：

　　１　耐力学作用和稳定性

　　工程非承重部分的耐力学作用和稳定性不在基本要求之

内。但在基本要求－使用安全性中将涉及此问题。

　　要保证上述要求得到满足，应考虑正常使用条件下的耐机

械应力性能。即：

　　———系统应设计成在由交通往来和正常使用造成的冲击

作用下仍能保持其特性。系统在一般事故或故意造成的意外

冲击的作用下应不会导致任何损坏。

　　———系统应能允许标准维修设备在其上支靠而不致造成

抹面层的任何破裂或穿孔。

　　２　火灾情况下的安全性

　　对复合外保温系统的防火要求将依据法律、法规和适用于

建筑物整体的行政规定而定。

　　３　卫生、健康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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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室内环境，潮湿

　　因外墙与潮湿有关，以下两点要求应该加以考虑。

对此，复合外墙外保温系统有着有利的影响。

　　———防止室外水分进入。

　　外墙应不会为雨、雪所损坏，还应防止雨、雪渗入

建筑物内部，并且不应将水分迁移至任何可能造成损

坏的部位。

　　———防止内表面和间层结露。表面结露问题通常

会因附加复合外保温系统而得到缓解。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有害的间层结露不会出现在

系统中。在室内水蒸气产生率高的情况下，必须采取

适当措施防止系统受潮，如适当的产品设计和材料选

取等。

　　这就是说，对于基本要求３，对系统及其部件来说

应评估下列产品特性：

　　———吸水性；

　　———不透水性；

　　———抗冲击性；

　　———水蒸气渗透性；

　　———热工性能（包含于基本要求６）。

　　２）室外环境

　　施工和工程建设中不得向周围环境（空气、土壤和

水）释放污染物。

　　用于外墙的建筑材料向室外空气、土壤和水中释

放的污染物比率应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地方的有关

规定。

　　４　使用安全性

　　虽然复合外保温系统不作为承重结构使用，但对其力学性

能和稳定性仍然提出了要求。

　　复合外保温系统在由正常荷载，如自重、温度、湿度和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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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主体结构位移和风力（吸力）等引起的联合应力的作用下

应能保持稳定。

　　这就是说，对于基本要求４，对系统及其部件来说应评估下

列产品特性：

　　———自重的作用

　　系统应能承受自重而不产生有害变形。

　　———抵抗主体结构变形的能力

　　主体结构的正常变形应不致造成系统中裂缝的形成或脱

胶。复合外保温系统应能抵抗由于温度和应力变化而产生的

变形（结构连接处除外，此处应采取专门措施）。

　　———负风压吸力的作用

　　系统应具有足够的力学性能，使其能够抵抗由风力造成的

压力、吸力和振动。而且应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５　隔声

　　隔声要求并未提出，因为这些要求应由包括复合外保温系

统在内的整个墙体以及门窗和其他孔洞来满足。

　　６　节能和保温

　　整个墙体应满足此项要求。复合外保温系统改善了保温

性能并使减少采暖（冬季）和空调（夏季）能耗成为可能。因此，

应评估由复合外保温系统而附加的热阻，使其可被引入国家能

耗规范所要求的热工计算中。

　　辅助固定件可造成局部温差。必须保证这种影响足够小，

小到不致影响保温性能。

　　为了确定复合外保温系统对于墙体的保温效能，应对有关

部件的以下特性做出规定：

　　———导热系数／热阻；

　　———水蒸气渗透性能（包含于基本要求３）；

　　———吸水性（包含于基本要求３）。

　　国家现行相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主要包括《严寒和寒冷地

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２６、《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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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设计标准》ＪＧＪ１３４和《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ＪＧＪ７５等。

　　在ＥＯＴＡＥＴＡＧ００４中，除提出系统在所经受的各种作用

下，在系统寿命期内，应满足以上６项基本要求外，还对外保温

工程耐久性和使用性能作了以下规定：

　　１）系统耐久性

　　复合外保温系统在温度、湿度和收缩的作用下应

是稳定的。

　　无论高温还是低温都将产生一种破坏性的或不可

逆的变形作用。表面温度的变化，例如在经受长时间

太阳照射之后突然降雨所造成的温度急剧下降或阳光

照射部位与阴影部位之间的温差，不应引起任何破坏。

　　此外，应采取措施防止在结构变形缝和立面构件由

不同材料构成的部位（例如与窗的连接处）有裂缝形成。

　　２）部件耐久性

　　在正常使用条件和为保持系统质量而进行的正常

维修下，所有部件在系统整个使用寿命期内均应保持

其特性。这就要求符合以下几点：

　　———所有部件都应表现出化学－物理稳定性。如

果并不是完全知道，至少也应是有理由可预见的。在

相互接触的材料之间出现反应的情况下，这些反应应

该是缓慢进行的。

　　———所有材料应是天然耐腐蚀或者是被处理成耐

腐蚀的，主要涉及耐碱玻纤网布的耐碱性。

　　———所有材料应是彼此相容的。

　　彼此相容是要求外保温系统中任何一种组成材料应与其

他所有组成材料相容。这就是说，胶粘剂、抹面材料、饰面材

料、密封材料和附件等应与石墨模塑聚苯板、膨胀珍珠岩保温

板、石墨聚苯乙烯（ＥＰＳ）匀质保温板、岩棉板、岩棉条保温复合

板、泡沫玻璃保温板、发泡陶瓷保温板（无釉面）、硬泡聚氨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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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保温板（简称ＰＵＲ）、建筑用真空绝热板（Ｂ类）等保温材料相

容并且各种材料之间都应相容。

　　鼠类、昆虫（如白蚁），甚至菜园中的肉虫都可能会咬食泡沫

塑料保温板。在有白蚁等虫害的地区，应做好防虫害构造设计。

３．０．３　本条提出的设计要求，是指工程的设计要求。

　　１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各个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的性能应

相互兼容，同时应共同工作，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以确保使

用性能和耐久性能。目前的组成材料及其构造层次，是欧洲和我

国多年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的成果，是一项成熟的技术。

　　２　本条强调了对外保温系统的整体技术要求与配套供

应。外墙外保温首先是一个系统，不是各组成材料的简单堆

砌，并不是全部组成材料都达到其技术要求后就能满足系统的

技术要求，外保温系统的性能是由系统各组成材料及配套部品

的配套性和相容性决定的，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是

遵照系统供应原则的设计和安装说明进行的。为保证工程质

量，明确质量责任，本条把对系统的技术要求放在所有组成材

料的技术要求之前，应由系统供应方完成对系统、组成材料以

及组成材料之间的匹配性能的各种测试，提供全部材料和配套

部品，并对系统性能负责，系统供应方应对保温板外保温系统

的所有组成部分做出规定。因此，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

及其配套部品应由系统供应方统一供应，明确了对系统的整体

性能负责的责任主体，这也避免了在工程产生质量问题时，各

材料供应方相互推诿责任，结果无人负责，建设方不易追究责

任的问题。

３．０．４　材料和产品是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物质基础，通常在

设计中规定或在合同中约定。设计有明确要求的应符合设计

要求，同时也要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即

对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质量进行“双控”。对于设计未提出要

求或尚无国家、行业标准的材料和产品，则应该在合同中约定，

或在专项施工方案中明确，应当通过专项技术论证，经论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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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绿色节能建筑和质量安全要求的，且得到监理或建设单位的

同意或确认，可以在该建设工程中使用。

　　近几年来，国家对于技术指标落后或质量存在较大问题的

材料、设备明令禁止使用，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应严格遵守

这些规定，不得采购和使用。

３．０．５　使用年限的含义是，当预期使用年限到期后，外保温工

程性能仍能符合本标准规定。

　　使用年限不少于２５年的规定是依据ＥＯＴＡＥＴＡＧ００４做

出的。ＥＯＴＡＥＴＡＧ００４中所涉及的规定是在假设预期使用

年限至少为２５年的基础上制定的，并且是建立在当前技术状

况及现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是在试验室试验以及与试

验性建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使用年限的含义是，当预

期使用年限到期后，外保温工程性能仍能符合本规程规定。也

就是说，外保温工程仍然是完好的。

　　自１９７５年以来，德国佛朗霍夫建筑物理研究所对使用时

间长达４０年的大量外墙外保温住宅楼做了多次跟踪调查，调

查结果显示，由于柔性保温层起着减小剪切应力的作用，外墙

外保温外立面的损坏比具有抹灰层的普通砖石建筑要少得多；

外保温工程的维修费用和维修周期与有抹灰层的一般砖石建

筑墙体相当，耐久性和估计寿命也相同。

　　通过在德国对早期外保温工程考察的情况来看，部分超过

３５年以上的ＥＰＳ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除了局部板缝处出现裂

缝以及表面局部发霉现象之外，从外观上看，外保温系统基本

保持完好，进行清洁、局部修理和外饰面粉刷后，完全可以继续

正常使用。德国外保温协会认为，外保温建筑目前已经有使用

长达４０年甚至更长的，外保温系统可以认为是一个经受过考

验的系统。我国自９０年代初开始外保温工程试点，早期ＥＰＳ

板薄抹灰外保温工程和岩棉板外保温工程至今已有２０多年，

仍能正常使用。

　　正常维护包括局部修补和防护层维修。对局部破坏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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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修补。对于不可触及的墙面，防护层正常维修周期一般不小

于５年。德国甚至有为了增加节能效果而在早年ＥＰＳ板薄抹

灰外保温外表再做一层外保温的工程案例。

３．０．７　坚实平整的墙体基层是保温板外保温系统连接牢固、

安全可靠、外观平整的基础和保证。防水找平层应采用聚合物

水泥防水砂浆（厚度宜为１５ｍｍ）粉抹，与墙体基层的拉伸粘结

强度不应小于０．３０ＭＰａ。凡低于０．３０ＭＰａ的基层强度，可视

为不满足外保温系统施工必备条件。至于如何增强处理，应有

相关责任主体单位根据具体工程情况确定。

　　墙体基层、防水找平层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和

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

图像资料。

３．０．８　本条对隔离带的设置和做法作了具体的要求，对施工

现场的防火安全作了强调。

　　考虑到外保温本身的特点，新的节能设计标准对外墙传热

系数要求更低，因此热桥影响权重将进一步加大，为避免隔离

带过高导热系数带来的影响，因此实际工程应用时建议隔离带

材料的导热系数不宜大于主体部位保温材料的２倍。

　　满粘并不是指粘结面积必须为１００％，而是要求不能有从

上到下贯通的空隙。

　　通过对与外保温有关火灾分析，绝大多数发生在施工过

程，上墙但未封闭的保温板也存在较大的火灾风险，此时防火

隔离带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同时有机类保温板暴露在紫外线

下存在消防隐患，且易出现表面发黄起粉的现象，因此应尽快

进行抹面层施工。

　　目前各种材料种类繁多，性能参差不齐，施工现场人员难

以判断，监管难度较大。工厂预制易于控制产品质量，减少施

工人员手工操作和个人技术水平不同带来的产品质量波动。

　　窗口火试验表明，当石墨模塑聚苯板厚度为１００ｍｍ时，每

一层设置一道水平隔离带，外保温系统防火性能合格。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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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石墨模塑聚苯板厚度上限为１００ｍｍ。如不考虑材料

燃烧速度的影响，单位面积保温材料的燃烧热值相同，对火反

应是近似的。

　　对于建筑高度不大于５４ｍ的住宅建筑或建筑高度不大于

５０ｍ的其他建筑，当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装饰层

之间无空腔且采用除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６第６．７．５条和第６．７．７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构造方式或材

料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试

验方法》ＧＢ／Ｔ２９４１６的规定对该外墙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

进行试验，并应达到合格判定标准。

　　建筑外墙外保温系统采用不同的构造形式及材料时，可通

过系统整体的火灾试验确定其安全性。国外也有同类做法，相

关标准针对外保温系统的各项防火指标均有相应的火灾试验

方法标准给予支持。

　　通过火灾试验来确认外保温系统的防火性能，提高了防火

设计的可靠度，同时也使得不同构造形式的外保温系统得以应

用，为新技术提供了标准支持。

３．０．９　外保温系统的使用安全性主要决定于外保温系统与墙

体之间的连接可靠性，它包括了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之间的

粘结强度、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之间的机械锚固力、粘结层或

抹面层与保温层之间的粘结强度和保温材料本身的抗拉强度。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中，保温板与基层墙体的连接方式，均

采用胶粘剂粘结，保温锚栓锚固，并有承托架承托。

　　石墨模塑聚苯板，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石墨匀质保温板、岩

棉条复合板、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泡沫玻璃保温板、发泡陶瓷保

温板等外保温系统板材本身垂直于板面的抗拉强度与系统的

拉伸粘结强度均大于或等于０．１０ＭＰａ，真空绝热板的抗拉强度

和系统拉伸粘结强度０．０８ＭＰａ，经按外保温系统最不利粘结状

态下的拉伸粘结强度进行验算，其应用高度可超过１００ｍ，考虑

到现场实际工程中涉及保温板材、胶粘剂性能差异，细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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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及现场环境条件、施工质量等多方面因素，上述保温板的

应用高度应控制在１００ｍ以下。

　　至于岩棉板保温系统，由于岩棉纤维平行于板面，质松强度

低，垂直于板面的抗拉强度及系统抗拉伸粘结强度仅为０．０１ＭＰａ，

其粘结性能远较上述保温板为低，系统的安全性不能由粘结性

保证，只能采用保温锚栓加强，并以保温锚栓的抗拉承载力来

提供。由于各地风环境不同，建筑体形及层数不同，故应通过

抗风荷载验算来确定岩棉板允许使用的高度。

　　岩棉保温系统的抗风荷载设计问题，行业标准《岩棉薄抹

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编制组在标准编制过

程中通过详细的理论分析和大量的试验研究，采用单一安全系

数法，建立了系统抗风荷载设计、计算公式和方法，明确了岩棉

保温板的抗拉强度、有效粘结面积、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计算

指标及岩棉外保温工程的抗风荷载安全系数，为设计计算提供

了明确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和步骤，本标准引用了《岩棉薄抹灰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中有关岩棉保温系统安

全性设计的计算公式、方法步骤。经分析讨论认为，该计算方

式及方法，不仅适用于岩棉薄抹灰外保温系统，也适用于其余

各类保温板的保温系统，因此，可供设计人员直接使用。有关

该计算公式、指标确定及理论分析等的详细说明，可查阅《岩棉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中有关条文的说明。

　　由于岩棉板的特殊性，为确保岩棉板外墙外保温系统的使

用安全性，根据各地基本风压、建设场地风环境及项目使用高

度，并按本标准的规定及计算公式，进行系统抗风荷载性能的

验算，当设计高度下基层墙体计算锚栓数量（考虑群锚的影响）

超过１４个／ｍ２ 个时，应改选其他合适的材料替代岩棉板；如确

需全部采用岩棉板时，应提高锚栓抗拉承载力，提高整个岩棉

保温系统抵抗风荷载的能力（如采用穿墙锚栓，并实测确定单

个锚栓抗拉承载力），并重新复核系统抗风荷载承载力直到系

统抗风荷载承载力大于或等于风荷载标准值为止。岩棉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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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系统的基层墙体不应采用空心或多孔砖（砌块）。

　　对于岩棉复合板等其余各类保温板材，由于保温系统垂直

于板面的抗拉强度达到或超过０．１ＭＰａ，保温系统可以胶粘剂

的粘结力承受全部风荷载，按《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

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中提供的计算公式和方法，胶粘剂粘结力承

受风荷载的安全富余量比较大，从理论上讲可以用到高度

１００ｍ以上的建筑上。但实际工程中，涉及保温板板材的质量、

胶粘剂的性能、细部节点构造、现场环境条件以及施工质量等

的影响因素较多，一般均将保温板的应用高度控制在１００ｍ以

内。超过１００ｍ时，设计应进行详细的分析、验算，提出应采用

的确保系统安全的加强措施，并明确填充墙上单位面积设置加

强锚栓的数量。单个锚栓的抗拉承载力可按《外墙保温用锚

栓》ＪＧ／Ｔ３６６的指标计算，锚栓锚固力安全系数可参照幕墙设

计规范的规定取２～２．５进行计算。

　　本省各地除黄山山区以外，５０年一遇基本风压分别有０．３５、

０．４０及０．４５ｋＮ／ｍ２ 三个指标，按照《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

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推荐的抗风荷载计算公式与计算方法，

采用标准确定的有关板材抗拉强度、锚栓抗拉承载力及有效粘

结面积等指标进行试算（场地风环境统一按Ｂ类地区，建筑体

形为矩形填充墙墙面），普通岩棉板（裸板）保温系统在锚栓数

量不超过１４个／ｍ２ 的规定条件下（经群锚折减），基本风压

０．３５ｋＮ／ｍ２的地区，使用高度不应超过５０ｍ；基本风压０．４０ｋＮ／ｍ２，

使用高度不应超过３０ｍ；基本风压０．４５ｋＮ／ｍ２ 的地区，使用高

度不应超过２０ｍ。设计人员在选择工程项目的保温材料时，上

述粗略估算结果可供参考。

　　为确保外保温系统的使用安全性，工程设计中不论选用哪

种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均应提供系统抗风荷载或锚栓应用数量

的设计计算书。

３．０．１１　开展包括节能性、适应性、安全性、耐久性、环境性和

经济性六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采用加权关联度方法对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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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板材料进行的综合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３．０．１２　为保证建筑节能效果，本条对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所采

用的产品提出了质量保证要求。根据现行政策，国家倡导产品

质量认证和对节能产品进行标识，本条要求所有保温板外保温

工程均“宜”选用通过建筑行业节能产品认证或具有建筑行业

颁发的节能标识的产品。

３．０．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节能工程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

料、新工艺，通常称为“四新”技术。“四新”技术由于“新”，尚没

有标准可作为依据。对于“四新”技术的应用，应采取积极、慎

重的态度。国家鼓励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中采用“四新”技术，但

为了防止不成熟的技术或材料被应用到工程上，国家同时又规

定了对于“四新”技术要进行科技成果鉴定、技术评审等措施。

具体做法是：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审鉴定方可采用，并由建

设单位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制定专项验收要求，专项验

收要求应符合设计意图，包括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划分、抽样

方案、验收方法、判定指标等内容。为保证工程质量，重要的专

项验收要求应在实施前组织专家论证，节能施工中应严格遵照

执行。

　　此外，与“四新”技术类似的，还有新的或首次采用的施工

工艺。考虑到建筑节能施工中涉及的新材料、新技术较多，对

于从未有过的施工工艺，或者其他单位虽已做过但是本施工单

位尚未做过的施工工艺，应进行“预演”并进行评价，需要时应

调整参数再次演练，直至达到要求。施工前还应制定专门的施

工方案以保证节能效果。

３．０．１４　本条是 ＧＢ５０４１１的强制性条文。由于材料采购供

应、施工工艺改变等原因，建筑工程施工中可能需要改变节能

设计。为了避免这些改变影响节能效果，本条对涉及节能的设

计变更严格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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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及其组成材料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是对生产本标准所指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及产

品时采用的各种原材料质量与环境指标的要求。

４．１．２　对保温板用于外墙外、内复合或内保温系统时的规定。

４．１．３　本条第六款为了保证外围护结构的基本热工性能，避

免外墙不够窗来凑，外窗不够墙来凑的恶意造假行为，需确立

一个门槛应用厚度，通过综合计算得到上述各类保温板材的最

小应用厚度。

　　第七款本条是在通过总结保温板多年来的生产经验和工

程实际应用基础上，提出对用于建筑外保温工程的保温板的规

定要求。

４．１．４　界面处理应符合系统材料供应商提供的界面剂使用说

明书的要求。

　　岩棉板在施工时，由于材料的特性．较容易在切割、搬运、

打磨或现场加工时产生粉尘，粉尘一般是岩棉纤维经切割或自

带的细微纤维、细微颗粒物。这种纤维在实际的施工中，会对

施工人员或建筑使用者造成影响，比如皮肤剌激、呼吸道剌激

等。岩棉板表面使用配套的岩棉板专用界面剂进行界面处理，

将有效改善施工环境。

　　在岩棉板外保温工程中，岩棉板专用界面剂喷涂在岩棉板

表面，增加岩棉板与胶粘剂、抹面胶浆的拉伸粘结强度。在岩

棉板外保温系统中，岩棉板专用界面剂渗入岩棉板的表层，增

加了岩棉板的垂直于表面抗拉强度，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能提

供保障。

　　对比试验，在墙上粘贴４组岩棉板，包括：未涂刷界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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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涂覆乳液状界面处理剂的；涂刷“乳液∶水泥＝１∶１”界

面处理剂的；涂刷“乳液∶水泥∶砂＝１∶１∶１”界面处理剂。

经过７天后，测试标准状态强度，其中乳液＋水泥＋砂子的强

度最大，提升１０４％；乳液＋水泥的强度次之，提升６０％；两者都

大于纯乳液界面处理剂处理后的强度，仅提升２０％；未做界面

处理的强度最低。

表一　各种界面材料对比

７天标准状态强度 １＃ ２＃ ３＃ ４＃

粘结强度，ＭＰａ ０．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５１

以未进行

界面处理

为参考

拉拔强度提高 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提高百分比 ０ ２０％ ６０％ １０４％

环境粉尘影响 严重 好 良好 良好

　　岩棉板若未做界面处理，其粘结力很小，就会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如果将乳液界面处理剂与水泥砂子复合使用，安全

性能会极大提高。所以，岩棉板使用的专用界面处理剂进行岩

棉板预处理是外保温工程施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４．２　系统性能要求

４．２．１　本章涉及为满足第３章对外保温工程的基本规定而需

要对外保温系统及其组成材料进行检验的项目及性能要求，编

制时主要参考了ＪＧＪ１４４、ＧＢ／Ｔ２５９７５、ＪＧＪ／Ｔ４１６等标准。

　　ＪＧＪ１４４中所涉及的规定、试验和评审方法是在假定复合

外保温系统的使用寿命至少为２５年的基础上制定出的。这些

规定是建立在当前技术状况及现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规定不能被看作为生产者或批准机构对２５年使用寿命给

予的担保。这些表述只能被看作为一种方法，使规定者按预期

的、经济合理的工程使用寿命来为外保温系统选择适当的技术

指标。

　　外保温工程在实际使用中会受到相当大的热应力作用，这

种热应力主要表现在防护层上。由于外保温系统的隔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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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其防护层温度在夏季可高达８０℃。夏季持续晴天后突降暴

雨所引起的表面温度变化可达５０℃之多。夏季的高温还会加

速防护层的老化。防护层中的某些有机粘结材料会由于紫外

线辐射、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的作用而遭到破坏。

　　外保温工程至少应在２５年内保持完好，这就要求它能够

经受住周期性热湿和热冷气候条件的长期作用。耐候性试验

模拟夏季墙面经高温日晒后突降暴雨和冬季昼夜温度的反复

作用，是对大尺寸的外保温墙体进行的加速气候老化试验，是

检验和评价外保温系统质量的重要试验项目。耐候性试验与

实际工程有着很好的相关性，能很好地反应实际外保温工程的

耐候性能。根据法国ＣＳＴＢ的试验，从在严酷气候条件下经过

了几年考验的外保温系统的实际性能变化与试验室耐候性试

验的对比来看，为了确保外保温系统在规定使用年限内的可靠

性，耐候性试验是十分必要的。

　　耐候性试验条件的组合是十分严厉的。通过该试验，不仅

可检验外保温系统的长期耐候性能，而且还可对设计、施工和

材料性能进行综合检验。如果材料质量不符合要求，设计不合

理或施工质量不好，都不可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以前，对于一种新材料或新构造系统，往往是通过搞试点

建筑的方法进行考验。一般认为经过一个冬季和夏季不出现

问题，即可通过鉴定。外保温系统至少应在２５年使用期内保

持完好，这就要求系统能够经受住周期性热湿和热冷气候条件

的长期作用。通过试点建筑的方法难以在短期内判断外保温

系统是否满足长期使用要求。

　　通过检验各系统的拉伸粘结强度可检验系统各构造层之

间的粘结强度以及保温层的抗拉强度，这样就不必单独对每层

材料进行检验。

４．２．２　对于保温材料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主要参考了《外墙

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的规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以数

值、特性等形式进行规定。有些性能如热阻、防护层水蒸气渗

０３１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透阻和保温材料水蒸气渗透系数等，外保温系统供应商应提供

检测数据，由设计人员分别按照《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ＪＧＪ１３４、《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１７６、安徽省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ＤＢ３４／１４６６、《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ＤＢ３４／５０７６等相关标准计算确定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外保温系统抗冲击性、外保温系统吸水量、抹面层不透水

性和防护层水蒸气渗透阻等性能都与抹面层有关。厚的抹面

层抗冲击性和不透水性好，薄的抹面层水蒸气渗透阻小，但抹

面层过薄又会导致不透水性和防火性能差。

　　门窗洞口周边和四角增铺耐碱玻纤网布可以提高抗冲击

性。门窗洞口四角为应力集中部位，增铺耐碱玻纤网布还可以

提高抗裂性。为达到１０Ｊ抗冲击要求，建筑物首层以及门窗口

等易受撞击部位一般需增铺耐碱玻纤网布。

　　外保温系统耐冻融性能与系统吸水量有关。不是以纯聚

合物为粘结基料的饰面层有一定的吸水量。因此规定当饰面

层材料不是以纯聚合物为粘结基料的材料时，试样应包含饰面

层。当采用以纯聚合物为粘结基料的材料作饰面涂层时，应对

含饰面层和不含饰面层的两种试样分别进行试验。

　　外保温复合墙体热阻规定用《绝热 稳态传热性质的测定

标定和防护热箱法》ＧＢ／Ｔ１３４７５检验外保温系统热阻，可以检

验系统包括热桥在内的平均热阻，其中粘贴保温板系统和无网

现浇系统热桥影响主要来自保温板拼缝。

４．３　保温板性能要求

４．３．１　本条引用现行标准《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

统材料》ＧＢ／Ｔ２９９０６标准中对石墨模塑聚苯板性能的规定。

４．３．２　本条引用现行标准《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

ＪＧ／Ｔ５３６中对Ｇ６０热固复合聚苯乙烯泡沫保温板性能的规

定，亦是安徽省、合肥市多年来匀质板外墙外保温系统应用实

践验证和建筑节能产业发展的成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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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本条引用现行标准《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ＧＢ／

Ｔ２５９７５、《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ＪＧ／Ｔ４８３及《岩棉

薄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中对岩棉板及岩

棉条性能的规定。

　　当岩棉板采用玄武岩有捻纱按不大于６５ｍｍ×６５ｍｍ尺寸

平行或网格方式进行整体缝合成的多维增强岩棉板，可有效提

高其抗拉强度。

　　本条第二款本条引用现行标准《保温防火复合板应用技术

规程》ＪＧＪ／Ｔ３５０、《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ＧＢ／Ｔ２５９７５

中对岩棉复合板性能的规定。

４．３．５　本条引用现行标准《硬泡聚氨酯保温板薄抹灰外墙外

保温系统材料》ＪＧ／Ｔ４２０中对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性能的规定。

４．３．６　本条引用现行标准《泡沫玻璃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技

术要求》ＪＧ／Ｔ４６９、《泡沫玻璃绝热制品》ＪＣ／Ｔ６４７中对泡沫玻

璃保温板性能的规定。

４．３．７　本条引用现行标准《建筑用发泡陶瓷保温板》ＪＧ／Ｔ５１１

中对发泡陶瓷保温板性能的规定。

４．３．８　本条引用现行标准《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应用技术规程》

ＪＧＪ／Ｔ４１６和《真空绝热板》ＧＢ／Ｔ３７６０８中对真空绝热板（Ｂ

类）性能的规定。

４．３．９　本条是对建筑节能工程项目采用有机类保温板外保温

系统所作的规定。防火隔离带所用保温材料技术要求不得低

于本条规定。

４．４　配套材料技术要求

４．４．２～４．４．４　为了能够改善胶粘剂、抹面胶浆的粘结性、韧

性和环境适变性，使其具备更加良好的粘结力、抗变形性、耐水

性，在其中加入可再分散乳胶粉、甲基纤维醚高分子聚合物，实

际使用的聚合物有效成分有乙烯醋酸乙烯、苯丙、丁苯、纯丙这

四种。大量试验数据表明，胶粘剂中聚合物有效成分不低于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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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剂总重２％，抹面胶浆中聚合物有效成分不低于抹面胶浆总

重３％，才能保证胶粘剂、抹面胶浆的产品质量。

　　１　高分子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拉伸粘结强度高的原因：

　　１）聚丙烯纤维和可再分散乳胶粉形成了网络结构的聚合

物膜，该聚合物膜对砂浆起到了增韧、增强作用，提高

了砂浆的抗收缩能力和拉伸黏结强度；

　　２）纤维素醚具有良好的保水性，能使更多水分保存在砂

浆内部，有利于水泥水化作用的持续进行，使砂浆强度

得到充分发展；

　　３）纤维素醚能使砂浆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塑性，能够较

好地适应基层收缩变形，从而提高了砂浆的拉伸黏结

强度。

　　２　聚合物改性干粉砂浆力学性能提升的原因：

　　聚丙烯纤维有利于提高砂浆的韧性和抗裂能力 。聚合物

乳液在砂浆中生成了聚合物膜，该膜提高了砂浆的抗变形能力

和韧性 。

　　１）添加了聚丙烯纤维、乳胶粉、纤维素醚的聚合物改性砂

浆，其拉伸黏结强度得到了显著提高，能缓解砂浆面层

的空鼓、脱落；

　　２）聚丙烯纤维、乳胶粉、纤维素醚加入到砂浆后，改变了

砂浆的微观结构，降低了砂浆的压折比，增强了其韧

性，减小了砂浆的收缩率和开裂指数。上述指标表明，

聚合物砂浆具有良好的抗裂性能；

　　３）纤维素醚对干粉粘结剂具有保水增稠作用，不同品种

的纤维素醚对粘结剂的保水增稠效果不同；

　　４）纤维素醚可以增加粘结剂的粘结能力，但掺量过大会

降低粘结能力，存在一个最佳掺量；

　　５）可再分散乳胶粉会增加干粉粘结剂的粘结力。随着乳

胶粉掺量的增加，干粉粘结剂的拉伸粘结强度逐渐增

加，乳胶粉掺量为２．５％时，粘结剂的粘结性能达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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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状态。从经济角度考虑，乳胶粉掺量越大，干粉粘结

剂的成本增加越大。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胶粘剂配方示意

重量（克） 原材料名称或型号 备　注

２７０．００ 硅酸盐水泥４２．５Ｒ

５６９．００ 砂 ０～０．５ｍｍ

１００．００ 重钙粉 １００～２００目

３０．００ 熟石灰

２５．００ ＶｉｎｎａｐａｓＲＥ５０４４Ｎ 可再分散胶粉

２．５０ ＭｅｃｅｌｌｏｓｅＰＭＣ－４０ＵＳ 纤维素醚

３．００
ＡｒｂｏｃｅｌＰＷＣ５００或ＺＺ８／２ＣＡ１

或ＺＺＣ５００
木质纤维

０．５ 淀粉醚

　注：加水约２５０ｍｌ／ｋｇ～４００ｍｌ／ｋｇ。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抹面胶浆配方示意

重量（克） 原 材 料 备　注

２８０．００ 硅酸盐水泥４２．５Ｒ

３７０ 砂 ４０～７０目

１５０ 砂 ７０～１２０目

１６３．００ 重钙粉（ＣａＣＯ３） ３２５目

１０．００ ＶＩＮＮＡＰＡＳ R ＲＩ５５４Ｚ 可再分散胶粉

２０．００ ＶＩＮＮＡＰＡＳ R ＲＥ５０４４Ｎ 可再分散胶粉

２．０ ＭｅｃｅｌｌｏｓｅＰＭＣ－４０ＵＳ 纤维素醚

２．００ ＡｒｂｏｃｅｌＺＣＣ５００ 木质纤维

０．５０ 淀粉醚

１．５ ＰＯＷＤＥＲ 憎水剂

　注：加水约２３０ｍｌ／ｋｇ～２４０ｍｌ／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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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６　耐碱玻纤网布为外保温系统面层的增强材料，主要作

用是：改善面层的机械强度，保证饰面层的抗力连续性，分散面

层的收缩压力和保温应力，避免应力集中，抵抗自然界温、湿度

变化及意外撞击所引起的面层开裂，因此耐碱玻纤网布在外保

温系统中起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所以选用好的耐碱玻纤网

布也是保证外保温系统综合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耐碱玻纤

网布的主要性能指标是按照《耐碱玻璃纤维网布》ＪＣ／Ｔ８４１的

适用指标确定的。

４．４．１５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工程应采用附录Ｊ所列配件，以提

高岩棉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封闭性和安全性。系统配件是确保

温板外保温系统耐久性的重要组件之一；

　　托架、托架锚栓、护角线、滴水线条、垫片等辅件中的塑料

件应采用原生材料制造，不应使用再生材料；

　　铝合金件应经阳极氧化处理；钢制件应采用不锈钢或经热

镀锌处理的碳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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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设　计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５．１．５　是对保温板外墙外保温系统设计的一些基本

的、原则性的规定，它包括了外墙保温系统的热工性能应符合

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保温板的性能质量应符合本标准的

规定；保温系统适用的墙体基层要求，饰面层用料要求及不同

饰面层时保温系统可使用的高度范围等。同时对外保温系统

的防火、防水、特殊部位防碰撞，对外保温系统应做到的部位，

需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要求和规定。

　　本条明确了各类保温板保温系统与墙体基层连结的形式，

及其主要承受风荷载措施和辅助固定措施的不同要求。将岩

棉板（裸板）与其他八类保温板保温系统的构造做法加以明确

区分，便于按本标准第５．４节的规定进行抗风荷载设计计算，

并对外保温系统采取相应的提高系统安全性的加强措施。

　　采用重质墙体材料的新建建筑，外保温系统与结构墙体的

粘结强度足以保证外保温系统的联结安全，锚栓仅作为一种辅

助联结手段。

　　外墙面的风荷载随标高的上升而增大，按朝向不同有所区

别。锚栓数量也不同。锚栓除辅助联结功能外，还能起到防止

保温板边角翘起等功效，托架承托了部分外保温系统的自重，

防止保温系统施工中滑移或过重而坠落，其作用不可忽视。

　　其中第５．１．２条是因涂料、饰面砂浆等饰面层对水蒸气有

一定的渗透性。而氟碳漆等材料虽密实且强度高，装饰效果

好，但水蒸气无法渗透，易引起保温系统空鼓、开裂，不适用于

外保温系统。

５．１．７　为防止雨水渗入保温层和基层导致保温性能降低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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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使用功能，故规定此条。

５．１．８　部分设计人员对建筑节能设计仍停留在选择保温材料

品种和利用能耗分析软件进行节能计算上，而未把外保温系统

的安全性问题放在建筑节能设计的重要位置，也未把系统构

造、细部节点、防水密封、防止碰撞损坏等设计施工中对保温系

统的要求作为节能设计文件中的一部分，设计无详细、明确、系

统的规定和要求，设计深度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深度的规定，致

使施工单位无法可依，甚至施工可自由发挥，是造成外墙外保

温系统质量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外墙外保温工程设计

不仅仅需要符合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更应该注重保温材

料及配套材料的选择、系统构造、系统安全、防火、防水、防碰撞

等具体要求，使外墙保温系统达到安全耐用，并符合《外墙外保

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１４４规定的使用年限为２５年的规定，因

此详细完整的建筑节能设计说明文件及节点构造详图就显得

十分必要。

　　节能设计专项说明，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１　设计依据：包括项目性质（公建、居建）、工程概况（面

积、层数、高度等）及节能设计执行的标准规范，选用材料的规

程、标准等；

　　２　材料选用：设计选用的保温材料品种、规格、性能指标

及主要配套材料的性能指标（列表注明或者直接引用有关标准

的条文编号、表格），这是施工采购、现场材料复验和验收的重

要依据；

　　３　构造设计：典型部位围护结构保温系统的分层用料及

构造说明或详图；

　　４　保温系统安全性设计：包括防火安全及使用安全，如材

料燃烧性能、系统界面处理、粘贴要求、系统变形缝、耐碱网布、

保温锚栓、托架等防裂加强措施的设置要求；

　　５　保温系统特殊部位设计：系统变形缝、女儿墙、入墙支

架、管线穿墙或锚固部位等的防水密封设计及要求，以及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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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易受碰撞部位的防撞、防踩踏设计；

　　６　项目特殊节点构造详图：包括热桥部位处理及门窗洞

口的用料、构造等。

５．１．９　本标准对外保温系统粘贴陶瓷面砖采取了严格限制的

态度。在工程确需采用贴砖饰面时，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

细化设计方案、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粘贴饰面砖的

专项技术方案须经专家论证通过并按规定的程序审批后方可

实施。应包括饰面砖外墙外保温系统设计、施工、验收、高度限

制等内容，同时提出对饰面砖质量、面积、厚度、缝宽和配套材

料要求，及对面砖饰面外保温系统提出针对性构造、材料、技

术、安全及质量措施，确保陶瓷面砖饰面系统施工质量和使用

安全。施工验收前应做同等条件下基层墙体粘贴饰面砖的现

场拉拔试验。

　　陶瓷面砖饰面外保温系统还应满足抗震要求。

５．２　构造设计

５．２．５　本条对外墙外保温系统中需要进行防水密封的部位，

逐一加以列出，提醒设计、施工应注意做好防水密封措施。细

部节点的防水密封性能，决定了保温系统使用的耐久性。外保

温系统裂缝的存在，会使雨水渗入保温层，从而引起结冰、膨

胀，破坏保温系统。大量保温系统开裂、空鼓、脱落事故，大部

分源于保温系统的防水密封节点处理不到位。因此必须引起

设计、施工的高度警惕和注意，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控制措施。

　　在外墙外保温系统中，设置保温层断开的保温系统变形

缝，有利于保温板受大气温湿度变化而产生的伸缩变形，可避

免出现保温系统空鼓脱落、开裂渗漏现象。系统变形缝可以根

据建筑外饰立面分格效果的需要，设置为明缝或暗缝。不论设

置何种变形缝，均应认真做好防水密封处理，防止出现缝隙渗

水现象，进而影响外保温系统的安全。

５．２．６　本条对外保温系统易受碰撞的部位，指出了采取防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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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措施的重要性。经常受到撞击部位不仅包括了底层外墙的

墙面和阳角，也包括了临外平台（露台）、外走廊或临屋面的墙

面，以及外廊式住宅的出入口处的墙面、阳角，外廊式建筑中有

保温的墙身等；门窗洞口的墙角、窗台也是易受碰撞之处，窗台

还会有人踩踏，因此都必须采取加强措施。窗台口处，除在抗

裂砂浆中附加网布之外，还应加厚抗裂防护面层厚度，做好泛

水坡排水，如能采用金属板成品窗台，则效果会更好。

５．３　防火安全设计

５．３．１　本条主要设定重要建筑使用燃烧性能为Ａ级保温板的

必要性。

　　１　重要公共建筑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术语２．１．３条文说明：

对于重要公共建筑，不同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难以定量规定。

本条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多年的火灾情况，从发生火灾可能产生

的后果和影响作了定性规定。一般包括党政机关办公楼，人员

密集的大型公共建筑或集会场所，较大规模的中小学校教学

楼、宿舍楼，重要的通信、调度和指挥建筑，广播电视建筑，医院

等以及城市集中供水设施、主要的电力设施等涉及城市或区域

生命线的支持性建筑或工程。

　　２　人员密集场所

　　人员密集场所：根据《消防法》第七十三条释义，人员密集

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

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

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

馆、食堂和集体宿舎，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

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消防法》所表示的主要是建筑物整体的监管定性。在规

范条文中，人员密集场所应按规范条文所表述的要求执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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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体到建筑内部的使用空间，并不是所有符合人员密集场所

规定的建筑物内部的所有房间都属于人员密集场所，比如宾馆

内的餐厅、会议厅及多功能厅属于人员密集场所，但客房、办公

等就不是。商场的营业厅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设备房、办公等

不属。再如体育场馆的观众厅、集散厅等观众聚集空间属于人

员密集场所，但内部用房就不属，等等，设计与审查时应客观加

以分辨。

　　３　儿童活动场所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解释：“儿童活动场所”主要

指设置在建筑内的儿童游乐厅、儿童乐园、儿童培训班、早教中

心等类似用途的场所。本规范中的儿童活动场所，指用于１２

周岁及以下儿童游艺、非学制教育和培训等活动的场所。

　　４　老年人照料设施

　　按《老年人照料设施标准》第２．０．１条规定，“老年人照料

设施”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料服务的设施，是老年人全日照

料设施和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的统称。

　　老年大学、老年人活动室、老年人住宅等不属于老年人照

料设施。

５．３．２　按《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安全性评价》ＧＢ／Ｔ３１４３５的

规定，外墙外保温系统的安全性设计包括了保温材料及系统的

防火安全性设计，系统使用安全性设计以及材料的环保安全性

设计。对外墙外保温而言，由于保温材料置于室外墙上，材料

中即使存在一些影响空气质量环境的污染物有害成分，会随着

室外大空间扩散或风的作用而很快衰减稀释，不会影响到人体

健康，因此对外保温材料的环保安全性要求就不必按室内环保

性能的要求；但当材料表面粉尘、纤维飘散会影响人体健康时，

仍应引起设计、施工的注意，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本标准重点关注材料保温系统的防火安全性与保温系统

上墙后的使用安全性。外保温系统防火安全性设计是节能保

温设计的重要内容。本条根据不同建筑类型、不同建筑高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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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外保温系统饰面做法，明确了对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的要求

（包括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氧指数及烟气毒性等）及防火构造

要求，以上内容是按照国家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６

（２０１８版）及国家新编《建筑防火设计通用标准》第二稿（２０１９）

的规定进行编写，以供设计人员在不同工程项目中正确选择保

温材料和正确做好保温系统的防火构造设计。当国家新的防

火设计标准（规范、规定）正式颁布实施时，凡本条中的有关要

求或规定与新标准不一致时，应以新颁标准的规定为准。

５．４　抗风荷载计算

５．４．１～５．４．３　此三条参照行业标准《岩棉薄抹灰外墙外保温

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２０１９的第５．２节抗风荷载设计一

节编写。有关该节规定的编制及有关解释，请见ＪＧＪ／Ｔ４８０的

条文说明。

　　经评审专家评审及编制组反复讨论研究，为确保保温板外

墙外保温工程抗风荷载的安全性，对ＪＧＪ／Ｔ４８０－２０１９５．２节

中各条规定的部分指标作了下述调整：

　　１　风荷载局部体形系数μｓ犾值，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ＧＢ

５０００９的规定，考虑群体高层建筑对风环境的影响，增加了群体

高层建筑的修正系数１．２０；

　　２　对以粘结为主、锚栓锚固为辅的保温板系统计算抗风

荷载承载力时，保温板系统抗拉强度计算值按标准状态最低值

或浸水２ｈ最不利条件下的拉伸粘强度６０ｋＮ／ｍ２ 取值参与计

算；保温板的有效粘结面积率，按使用高度６０ｍ以下取６０％，使

用高度６０ｍ以上（含真空绝热板）取８０％，并按０．８的折减系数

进行计算；

　　３　对以锚栓锚固为主、粘结为辅的岩棉板外保温系统计

算抗风荷载承载力时，单个保温锚栓抗拉承载力按本标准表

４．４．９－２的规定值除以系数２参与计算；

　　４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整体抗风荷载安全系数按《岩棉薄

１４１

安
徽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抹灰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８０的规定取值。

５．５　构造安全设计

５．５　本节指出了提高外保温系统使用安全性的一些具体措

施。

　　１　对混凝土墙体（包括梁、柱、板）采用界面剂进行处理，

可提高找平层与基层墙体的粘结性能；对找平层表面和部分表

面比较光滑的保温板进行界面处理，可提高保温板与墙体找平

层之间的粘结性能。

　　２　明确了各类保温板的有效粘结面积，有效粘结面积越

大，粘结力越大，也能抵抗更大的风荷载拉拔力。真空绝热板

（Ｂ类）表面比较光滑，粘结性能较差，因此提出了更高的有效粘

结面积要求。

　　３　选用符合基本质量指标的保温板材及配套材料，有利

于从源头上控制外保温系统的质量。从各类外保温工程开裂、

空鼓、脱落的质量问题来看，材料本身质量不过关，占有了较大

的比重。因此必须重视组成保温系统的所有材料的质量。

　　４　在抗裂抹面层中压入耐碱玻纤网布是防止抹面层产生

裂缝的重要措施，由于受各种实际条件的限制，近年来各地均

要求外保温系统抗裂抹面层中应压入双层耐碱玻纤网布。底

层网布应对接，面层网布应搭接。

　　５　保温系统中设置保温锚栓锚固加强，是防止保温系统

开裂后脱落的最为重要而有效的措施，锚栓设置数量，钢筋混

凝土部分按下限，填充墙部分按上限设置。

　　岩棉板保温系统中的锚栓数量必须经抗风荷载验算后决

定，详见第５．５．４条的规定，最多不超过１４个／ｍ２，是ＪＧＪ／Ｔ

４８０标准编制组经试验研究经论证后确定的，它考虑了岩棉板

保温系统锚栓与系统组合作用的影响范围，当锚栓超过

１４个／ｍ２时，岩棉板的完整性将受到破坏，使保温系统碎裂失

效。对其他板材而言，作为构造加强措施的锚栓，明确不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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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不同的锚栓数量，用于保温板粘结剂强度未达标时，提高

保温系统在施工期间的安全性。

　　由于岩棉板保温系统的特殊性，锚栓的抗拉承载力要求要

高出ＪＧ／Ｔ３６６标准很多，故要求用于岩棉板系统的锚栓锚入

基层墙体的深度应符合ＪＧ／Ｔ４８３的规定。目前常用的保温锚

栓直径是８ｍｍ，即使按ＪＧ／Ｔ４８３的要求锚入墙体深一些，据检

测机构检测反映，单个锚栓的抗拉承载力也很难达到ＪＧ／Ｔ４８３

标准的指标要求，因此要提高锚栓的抗拉承载力，只有两种可

能，一是锚栓锚深按ＪＧ／Ｔ４８３的规定，但锚栓直径宜从Φ８ｍｍ

加大至Φ１０ｍｍ或以上（ＪＧＪ／Ｔ４８０标准编制组也有此意见）；

或者采用穿墙（对穿）螺栓。所以，设计时当抗风荷载计算所需

锚栓数量，在填充墙中局部、少量范围超出１４个／ｍ２ 时，可采用

上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提高锚栓的抗拉承载力。

　　６　对大面积整块墙面（如住宅的山墙）应设置系统变形

缝，使每区块面积小于或等于３６ｍ２，可减少系统收缩裂缝的产

生，提高系统使用的耐久性。设计时应结合建筑立面要求，明

确系统变形缝的设置位置，便于施工正确执行。至于真空绝热

板（Ｂ类）保温系统，虽然每块保温板尺寸很小且留缝粘贴，但接

缝采用保温浆料填充，不能满足伸缩变形的要求，所以也应按

照本条规定设置系统变形缝。

　　７　保温系统中金属托架的设置，可以支承并阻止施工中

保温板的滑移。并可分散保温系统自重对墙体产生的剪力，减

少系统区块间收缩裂缝的产生。

　　上述有关提高外保温系统使用安全性的一些措施，是本省

各地推行建筑节能十多年来，广大生产企业、设计、施工单位、

监理监督单位对工程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提高外墙保温系统的

安全性、耐久性是十分必要的。

５．６　热工设计

５．６．３　保温板的导热系数、蓄热系数是确定设计选用保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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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的重要依据。在实际使用中，材料吸湿会降低材料的保温

隔热性能，统一导热系数的修正系数，有利于计算结果的比较。

由于真空绝热板构造的特殊性，板缝宽超过本标准规定时，导

热修正系数应按《建筑用真空绝热板应用技术规程》ＪＧＪ／Ｔ４１６

的规定进行计算。为有利于材料产品生产加工、确保施工质量

及系统的安全性，明确了各类板材的使用厚度。当设计计算厚

度超过本标准表５．６．３的规定时，应按本节５．６．５条的规定，采

用内外组合保温或经专题论证，确定应采取的安全加强措施。

另外，岩棉条复合板保温层应用厚度指岩棉条芯材的厚度。保

温板应用最大规格不应大于 ６００ｍｍ×９００ｍｍ，推荐使用

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 及以下尺寸。真空绝热板规格不应大于

６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其他非规格板应按立面排板设计确定。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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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施　工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外保温工程抹面层和饰面层的尺寸偏差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基层墙体。因此，基层墙体的允许尺寸偏差必须符合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１．２　本条是对承建外墙保温工程的施工单位，在质量管理

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以及企业的施工技术标准等方

面的基本要求。施工技术标准是指与施工相关的各种技术标

准，如工艺标准、验收标准以及与工程有关的材料标准、检验标

准等。不仅包括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也包括与工程有关的

企业标准、专项施工方案、工法和作业指导书。施工单位应对

外保温工程施工的全过程落实严格的质量、安全管控，控制好

每道工序的施工质量，保障外保温工程整体质量和施工安全。

６．１．３　专项施工方案的完善程度、施工人员的操作技能和工

作责任心对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施工结果和质量通病的防治

影响较大；且某些施工操作人员由于对材料性能和施工工艺不

熟悉，故应在施工前对施工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和技

术交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底均应留有相应的记录。施工方案

经监理（建设）单位审核批准后，不得随意更改。

６．１．４　外墙外保温工程应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ＧＢ５０４１１和本标准的规定，对进场的系统主要材料应进行

品种、规格、包装、外观和尺寸等“可视质量”检查验收；对质量

证明文件进行核查；对影响建筑节能效果较大的主要材料应实

施见证取样复验。见证取样复验应由监理（建设）单位组织进

行。材料产品的复验结果不合格时，不得在工程上使用。

６．１．５　外墙保温工程施工前，应采用设计文件明确的材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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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施工工艺、构造做法先行外保温系统的样板施工，为全面

反映外保温工程特点，应做能表现外墙转角和门窗洞口等部位

做法的实体样板墙。样板墙做法对外保温工程的示范、引领作

用已被大量工程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具体落实和执行

住建部《质量安全手册》的相关规定。样板墙不仅可以直观的

看到和评判其施工质量及工艺状况，还可以对材料、做法、效果

等进行直接检查。样板墙或样板件可以作为技术交底和技术

培训以及检查验收的实物标准。样板墙应采用相同材料（产

品）、施工工艺、构造做法在施工现场制作，并经项目工程有关

各方确认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施工。样板墙施工的技术资料（材

料、工艺、检查验收资料）应纳入工程技术档案。

６．１．６　多数节能保温材料的含水率对节能效果有明显影响，

但是这一情况在施工中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条规定了施工中

控制节能保温材料含水率的原则。即节能保温材料在施工使

用时的含水率应符合设计、工艺标准及施工方案要求。通常设

计或工艺标准应给出材料的含水率要求，这些要求应该体现在

施工方案中。但是目前设计缺少上述含水率要求的情况较多，

考虑到施工管理水平的不同，本标准给出了控制保温材料含水

率的基本原则亦即最低要求：节能保温材料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正常施工环境湿度下的自然含水率，否则应采取降低保温材料

含水率的措施。据此，雨期施工、材料受潮等情形下，应采取适

当措施控制保温材料的含水率。

６．１．７　坚实平整的墙体基层是保温板外保温系统连接牢固、

安全可靠、外观平整的基础和保证。找平防水层应采用聚合物

水泥防水砂浆（厚度宜为１５ｍｍ）粉抹，与墙体基层的拉伸粘结

强度不应小于０．３０ＭＰａ。凡低于０．３０ＭＰａ的基层强度，可视

为不满足外保温系统施工必备条件。至于如何增强处理，应由

相关责任主体单位根据具体工程情况确定。

　　墙体基层、找平防水层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和

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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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资料。

６．１．８　外墙保温工程应根据所采用的外保温系统，依据现行

相关的技术标准、按相应的施工工艺流程组织施工。并应根据

项目工程工况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做好各工序间的衔接，保证

每道工序有合理的施工间隔时间。

６．１．９　用于防火隔离带的保温板材应在墙体基层上满粘，不

得有空腔。有机保温材料在表面裸露的情况下，受阳光直射和

风化作用会致表面粉化，因此应及时施工抹面胶浆层进行保

护。同时用抹面胶浆及时覆盖有机保温材料也有利于施工现

场的防火安全管理。

６．１．１０　本条是对抹面胶浆层覆合耐碱玻纤网或热镀锌电焊

网的施工要求。耐碱玻纤网或热镀锌电焊网与抹面胶浆结合

紧密才能起到抗裂、增强、抗冲击、保护保温层的作用。需要明

确的是耐碱玻纤网或热镀锌电焊网不得干铺后再抹批抹面胶

浆，而应先抹批抹面胶浆，趁湿压入耐碱玻纤网或热镀锌电焊

网；网与网之间的搭（连）接部分也应覆有抹面胶浆。

６．１．１１　低温天气下，外保温工程的保温板粘结、抹面胶浆强

度的增长和干燥，硬化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５℃以下气温会减

缓或停止聚合物成膜、强度增长，雨雪寒冷天气还会使外保温

工程受冻损坏。

高温天气施工应采取遮盖、防雨、防风措施，避免阳光直接

暴晒，且应保持适当的养护温（湿）度条件。

６．１．１２　真空绝热板外保温系统施工前，应根据项目工况，进

行预排版，并按照排版情况确定异形板、配板的工厂定制。真

空绝热板（Ｂ类）不得现场裁割，并应使用无边板。

６．１．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各道工序完工后的成品保护应

做好以下几点：

　　１　防止后续施工污损；

　　２　防止吊运、拆除构件或设备时对外保温系统的碰撞以

及对窗台等的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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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应避免工程完工后明火作业；

　　４　对损坏的外保温系统及时进行修复等。

６．１．１４　通过对外保温工程发生火灾原因分析得知，大部分案

例都发生在施工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施工现场防火管理不严所

致。因此，必须按照我国设计和施工规范对施工现场可燃、难

燃保温材料的防火作出相关规定，制定可靠措施，确保防火安

全。

　　施工现场防火措施可参照以下做法：

　　１　可燃、难燃保温材料进场后，应远离火源。露天存放时

且应采用不燃材料完全覆盖；

　　２　难燃材料施工应分区进行，各施工区段应留有足够的

防火间距，防止因间距过近，引燃其他区段；

　　３　安装在外墙上的支承构件，其电焊等工序应在保温材

料铺贴前进行。确需在保温材料铺贴后进行的，应在电焊部位

的周围及底部铺设防火毯等防火保护措施；

　　４　不得直接在可燃、难燃保温材料现场进行高温或明火

施工；

　　５　施工照明或切割作业等高温设备靠近可燃、难燃保温

材料时，应采取可靠有效的防火（燃）保护措施；

　　６　电气线路不应穿过可燃、难燃保温材料。确需穿过时，

应采取穿管等防火保护措施；

　　７　聚氨酯等保温材料进行现场发泡作业时，应避开高温

环境。施工工艺、工具及服装等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８　外保温工程施工作业工位应配备足够的消防灭火器

材。

６．１．１５　施工单位是建筑外保温工程绿色施工的实施主体，在

编制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时明确绿色施工措施和

要求；施工过程中应按相关规定和要求做到“四节一环保”，采

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扬尘、噪音、废弃物、振动等对周围环

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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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施工准备

６．２．１～６．２．３　基层墙体质量满足保温板外保温系统施工要

求是保证外保温工程质量的前提。坚实平整的外墙体基层是

建立连接牢固、外观平整的外保温系统的基础，针对实际工程

中有时出现由于找平砂浆强度不够造成外保温系统抗拉强度

不能满足性能指标的情况，本标准对外保温工程施工基层墙面

的抗拉强度进行了规定。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对基层墙体的

质量进行验收，确定无任何影响外保温工程质量时，方可进行

外保温施工。

　　外保温工程的抹面胶浆层和饰面层的尺寸偏差以及观感

质量，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墙体的防水找平层以及门窗洞口、外

挑板、外凸线条、女儿墙和外伸构件、设施等的施工。因此应认

真做好相应的施工处理和质量控制等工作，经找平的墙体基层

应符合国家、地方现行相关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不应有

影响粘结的附着物以及脱层、空鼓等质量缺陷。

　　设置防水砂浆整体找平防水层，同时对其抹灰工程质量提

出严格要求，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墙体渗漏，同时有利于保证

保温板与基层的粘贴面积及控制胶粘剂材料的耗量。

６．２．４　保温板材宜采用托盘机械装卸，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板

材碰损；主要材料在施工现场存放时，应有防雨，防积水浸泡变

质措施；材料应按使用部位分规格且分类标识，整齐堆放。有

机类保温材料堆放应完善防火措施，远离高温或火源。

６．２．５　既有建筑墙体节能改造属于改建工程范畴，故应在进

行改造时，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对原有的基层墙体进行铲除

和界面处理后，再按设计和本规程要求实施保温板外保温工

程。

６．２．７　外墙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根据项目工程工况和外保

温系统的做法要求，备齐工具和垂直运输设备、劳动防护用品、

施工用脚手架或吊篮，其搭设和安装应安全可靠，并应符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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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和地方规定。检查验收合格并履行相关程序后方可使

用。

６．３　施工要求

６．３．１～６．３．３　外墙保温工程施工前，弹挂的垂直和水平控制

线是后续保温板粘贴的工作基准线，也是保温板排版和异形板

材加工定制的依据，因此应认真细致的做好此项工作。真空绝

热板（Ｂ类）异形板材的生产制作和安装施工，应根据现场工况

排版位置图进行。非真空绝热板（Ｂ类）材可采用切割机械或刀

片切裁，保温板材的最小长边尺寸应大于２００ｍｍ。

６．３．４　为提高和改善保温板与墙面防水找平基层的粘结施工

性能，本条要求对石墨模塑聚苯板、岩棉板、真空绝热板（Ｂ类）

等保温板的粘结面进行界面预处理。如对岩棉板进行界面预

处理后，可使浆料部分进入岩棉板表面纤维以及进行遮盖，增

强粘结性并减轻岩棉纤维对施工人员的皮肤刺激和环境污染。

６．３．５　本条规定是为了提高和保证保温板与基层的有效粘结

面积。工程实验表明：采用点粘或点框法施工时，其有效粘结

面积仅约为３０％～４０％，因此保温板粘贴应采用满粘法施工。

粘结面积比应进行剥离检验。为保证保温板与基层的有效粘

结，控制保温板材翘曲等变形，保温板的使用规格一般不大于

６００ｍｍ×６００ｍｍ。

　　要检验胶粘剂与墙体基层拉伸粘结强度，根据实测粘结强

度，按下式计算确定工程施工方案的粘结面积率。有效粘结面

积率除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的规定外，当有效粘结面积率８０％

仍不能满足要求时，应结合实测锚栓抗拉承载力情况设计特定

的连结方案。

　　　　　　　　犉＝犅·犛≥β犖／犿犿
２ （６．３．５）

式中：犉———外保温系统与基层墙体单位面积实有粘结力

（Ｎ／ｍｍ２）

犅———基层墙体与所用胶粘剂的实测粘结强度（Ｎ／ｍ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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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粘结面积率

β ———拉伸粘结强度标准限值（表４．２．１）

　　对正常重质墙体，胶粘剂与墙体基层拉伸粘结强度一般不

会低于０．３ＭＰａ，当粘结面积率不低于６０％时，保温板与墙体基

层实有粘结力不会低于０．１０Ｎ／ｍｍ２。考虑到在非承重轻质墙

体上施工时，胶粘剂与基层墙体的拉伸粘结强度可能偏低，为

确保外保温系统的安全性，应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施工时由于

基层平整度等问题，其实际粘结面积率不可能达到１００％，所以

进行安全度核算时最高按８０％来考虑。

６．３．６　石墨模塑聚苯板，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的粘贴，要求分区

段施工是为了留有足够的防火间距，防止施工火灾的发生，同

时施工单位应在现场配置足量的消防器材，且不应在施工区域

内有明火或高温作业。

　　安装经防腐处理的金属托架，可对保温板的粘贴起到水平

定位作用，防止保温板在粘贴牢固之前的下滑，支承保温层。

托架应采用凸缘膨胀锚栓固定在混凝土结构上。

　　外门窗洞口，女儿墙、墙身变形缝、系统变形缝、勒脚、檐口

等部位在粘贴保温板前，应先行粘贴保温板或热桥处理保温浆

料终端的翻包网，不仅可对保温板（或浆料）的侧边进行有效保

护，且有利于控制外保温系统的变形和抗裂，提高该部位的防

水密封处理效果；同时翻包网和耐碱玻纤网搭接（翻包网与大

面耐碱玻纤网搭接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能起到和发挥整体增强作

用。

　　耐碱玻纤网与保温板及二层网之间不得干粘，耐碱玻纤网

应趁湿压入抹面胶浆中，且与抹面胶浆结合牢固。规定耐碱玻

纤网转角部位的包转长度不应小于３００ｍｍ，且两层耐碱玻纤网

之间的接头位置应错开不小于４００ｍｍ，是为了使转角部位保持

挺直、方正，防止转角处应力集中受力损坏。

　　本条对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抹面层施工作了详尽明确的

要求，是因为抹面层在系统中起着抗裂、防渗和保证饰面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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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质量等关键性作用，部分工程实例也表明，抹面层的施工质

量会直接影响外保温工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因此保温板外保

温工程施工单位应加强和强化 对外保温系统抹面层的施工过

程中的质量管控和要求。

　　耐碱玻纤网是抹面胶浆层中的关键增强材料，耐碱玻纤网

压入抹面胶浆中，与其形成整体共同作用，能够防止系统表面

开裂，提高系统抗冲击性能。保温板上墙粘结后及时分层进行

抹面胶浆施工有利于保温层的保护，防止雨水侵袭受潮。抹面

胶浆层的厚度受耐碱玻纤网的层数和系统面层找平影响，实际

抹面胶浆平均厚度还可能会稍偏大。抹面胶浆层施工后应及

时养护。

　　应根据不同外保温系统的基层墙体的类别合理使用不同

类型的锚栓。锚栓的设置对于确保外保温工程的安全性起着

重要作用。锚栓锚盘压网锚固，可起到扩压增强作用。因锚盘

压网施工易使锚盘凸出，在其外侧增加一层耐碱玻纤网布（即

“双网”构造），可避免或消除锚盘部位的开裂渗水，提高涂饰面

层表面平整度和观感效果；同时锚盘压网“双网”构造可承受较

大的冲击影响。

　　由于勒脚部位易受到地下水、雨水、屋面排水和空调冷凝

水的浸泡，同时考虑到建筑散水的不均匀沉降、变形等因素的

作用，外保温系统与室外明散水间要留出２０ｍｍ宽的缝隙，缝

隙宜采用抗老化以及弹性等性能较优的“Ｆ类”硅酮建筑密封胶

进行密封处理。伸入室外地面以下的外保温系统因长期处于

有水或潮湿环境，因此做好入地部位和系统收头的防水密封处

理是非常重要的。

　　部分有机保温材料在表面裸露的情况下极易因阳光直射

和风化作用而表面粉化，因此应及时做抹面层进行保护。同

时，在有机保温材料表面及时做抹面层也有利于施工现场的防

火管理。

６．３．７　防火隔离带的施工应符合项目外墙外保温工程专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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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案的要求，且应在样板墙（层）施工做法中体现。防火隔离

带应与墙面外保温系统同步施工，且应与基层满粘，可靠连接，

不得出现空腔，防止火灾发生时形成窜火。防火隔离带宜采用

工厂预制好的板状制品现场安装，所用的抹面胶浆，耐碱玻纤

网布及饰面材料应与外保温系统一致。

６．３．８　架空楼板下的保温板与楼板基层应满粘，且连接可靠；

锚栓长度应与保温板类型和板材厚度、现场工况相匹配，且不

应损伤楼板内预埋管线。架空楼板下的保温系统应强化防坠

落具体措施，以保证使用安全。楼板下部与相邻周边墙柱交接

处应敷贴３００ｍｍ宽的耐碱玻纤网布在抹面胶浆中，可防止此

阴角部位因应力集中而产生裂缝。

６．３．９　本条是对墙体孔洞的封堵和外保温系统的孔洞修补的

做法要求。孔洞的封堵与外保温系统的修补应严格按工艺流

程施工，并保证有一定的工序间隔干燥时间。严禁为了赶工，

颠倒工序，在外保温基层未干燥前不得进行涂料面层施工。

６．３．１０　外保温工程的阴阳角、勒脚、檐口、门窗洞口、女儿墙、

变形缝、穿墙管孔、装饰构件的细部节点应按工程设计和现行

国家、行业以及本标准的规定和有关图集等要求进行施工，认

真做好密封防水和系统的增强处理，保证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正

常安全使用。

６．３．１１　外保温工程各类饰面层的基层及面层施工，应符合设

计要求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

准》ＧＢ５０２１０及本标准的相关规定。饰面层施工前应对基层进

行隐蔽工程验收，基层应无脱层、空鼓和裂缝，并应平整、洁净，

含水率应满足饰面层的施工要求。涂料饰面、饰面砂浆、柔性

饰面砖、幕墙饰面是外保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施工单位应

统筹协调推进施工，确保饰面层与外保温系统的其他构造层间

的可靠粘结以及与结构的可靠连接，保证施工质量。除开放式

幕墙饰面外，饰面层不得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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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工程验收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２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材料进场验收程序：

　　１　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应对进场材料的品种、

规格、包装、外观等进行自检，核查其质量证明文件，并形成相

应的进场自检记录。质量证明文件通常包括：进场材料的出厂

检验报告、出厂合格证、中文使用说明书；系统及其组成材料的

型式检验报告；定型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进口材料入境商品

检验合格证明等；

　　２　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自检合格后，报专业监

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验收。专业监理工

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对

进场材料进行检查验收，并形成相应的进场验收记录；

　　３　对进场材料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在施工现场抽样复

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复验。当复验的结果不合格时，该材料

不得使用。

７．１．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基层包括基层墙体、找平防水层，

基层施工质量应符合《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

５０２０３、《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０４、《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

术规程》ＪＧＪ／Ｔ２３５等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

定。

７．１．４　本条是对保温板外保温工程验收程序和组织的具体规

定。参加保温板保温板外保温工程验的各方人员资格包括岗

位、专业和技术职称等应符合国家、行业或地方有关法律、法规

及标准规范的规定，其验收的程序和组织与《建筑工程施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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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验收统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ＧＢ５０４１１的规定一致，即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

目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会同参与工程建设各方共同进行难

以，其中：施工员有的地区称专业工长。

７．１．５　影像资料包括隐蔽工程全貌和有代表性的局部或部位

影像，其分辨率应能够准确表达隐蔽工程情况。影像应作为隐

蔽工程验收资料与文字记录资料一同归档保存。当施工中出

现本条未列出的内容时，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中

对隐蔽工程验收内容加以补充。

７．１．６　当分项工程的工程量较大时，需要划分若干个检验批

来验收。本条检验批划分的原则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标准》ＧＢ５０３００、《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ＧＢ

５０２１０有关检验批的规定是一致的。

７．１．７　本条是对保温板外墙外保温工程检验批验收合格质量

条件的基本规定，本条规定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ＧＢ５０３００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

等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完全一致。应注意对于“一般项目”不

能作为可有可无的验收内容，验收时应要求一般项目也均应合

格，当发现不合格情况时，应进行返修。只有当难以修复时，对

于采用计数检验的验收项目，才允许适当放宽，至少有８０％以

上的检查点合格即可通过验收，同时规定剩余的２０％的不合格

点不得有“严重缺陷”。对“严重缺陷”可理解为明显影响了使

用功能，造成功能上的缺陷或降低。

　　检验批现场验收检查原始记录，主要包括检查的数量、部

位、质量状况以及交接记录、隐蔽记录等记录。

７．１．８　分项工程验收时，应检查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

验收记录。

７．１．９　对已完的保温板外保温工程进行实体检验，是验证其

工程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虽然在施工中采取了多种质量控制

手段，但其节能效果、抗冲击性能到底如何仍难确认，故应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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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保温系统构造进行现场实体钻芯检验、外保温系统抗冲击性

检验。

７．１．１０　外保温工程验收时，参加验收的相关人员应进行核查

的资料。

７．２　主控项目

７．２．１　本条是对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使用材料的基本规定，要

求材料的品种、规格等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的要求，以及国家、

行业、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或替代，通常应

在材料进场时划分检验批抽取试样，对试样进行目视、尺量或

称重等方法检查，并对其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确认，抽样检

查数量为每种材料按进场批次，每批次至少随机抽取３个试样

进行检查。当能够证实多次进场的同种材料属于同一生产批

次时，也可按该材料的出厂检验批次和抽样数量进行检查，如

果发现问题，应扩大抽查数量，最终确定该批次材料是否符合

设计要求。

７．２．２　进场复验是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在进场验收合格

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抽样送至试验室进行部

分或全部性能参数的检验，同时应见证取样检验，即在专业监

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的见证下，按照有关

规定从施工现场取随机抽样，送至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检测，并应形成相应的见证取样复验报告。

７．２．３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严禁使用拼凑的办法供应其组成材

料，应推广采用定型产品或成套技术，而且应由同一供应商提

供配套的组成材料和型式检验报告。

７．２．４　为了保证保温板外保温工程施工质量，需要对基层墙

体进行界面处理和找平、防水施工，然后进行保温层施工，基层

表面处理和找平、防水施工对于保证安全和节能效果很重要，

由于基层表面处理和找平、防水施工属隐蔽工程，施工中容易

被忽略且事后无法检查。本条强调的基层表面处理和找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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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施工应按照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以满足保温层

施工工艺的需要，并规定施工中应全数检查，验收时应核查所

有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５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除面层外，其他各层构造做法均为

隐蔽工程，完工后难以检查，因此，本条给出了施工中实体检查

和验收时资料核查两种检查方法和检查数量，在施工过程中对

于隐蔽工程应随做随验，并做好记录。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外墙

外保温工程各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现行有关标准要求，

以及施工工艺是否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检验批验收时应

核查这些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７．２．６　本条对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施工质量提出了６款基本

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关系到安全和节能效果，十分重要。

７．２．７　本条是对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抹面层、饰面层施工质

量的规定，除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标准》ＧＢ５０２１０等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外，本条还提出了３

项要求，提出这些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外墙外保温出现安全

问题和保温效果失效的问题。

　　第１款　对抹面层施工质量及其含水率提出的要求。

　　第２款　提出不得渗漏的要求，是保证保温效果的重要规

定，特别对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饰面层采用开放式幕墙时，规

定保温层表面应覆盖具有防水功能或采取其他相应的防水措

施，以防止保温层浸水失效。

　　第３款　提出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细部防水密封措施必

须施工到位，也是保证保温效果的重要规定，施工中应高度重

视。

７．２．８为保证保温板外保温工程的防火隔离带在发生火灾时能

充分发挥其防火作用，本条要求采用防火隔离带构造的保温板

外保温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要求和《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

隔离带技术规程》ＪＧＪ２８９的相关规定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并

应采用与专项施工方案相同的材料和工艺制作样板墙。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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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对照设计、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核查。

７．２．９　本条是对保温板外保温防火隔离带组成材料、安装作

出规定，“相配套”是指隔离带与保温板外保温材料应符合成套

技术要求的要求，达到方便施工，保证外保温饰面层外观美观、

一致。通常防火隔离带采用的抹面胶浆、耐碱玻纤网布等均与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相同的材料。防火隔离带与基层墙体之间

应满粘。

７．２．１０　保温板外保温防火隔离带的保温板的燃烧性能等级

应为Ａ级，并应提供保温板的出厂检验报告、出厂合格证、中文

说明书、燃烧性能检测报告，对于定型产品，应有型式检验报

告，进口材料应有入境商品检验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７．２．１１　外门窗（含凸窗）洞口四周、突出外墙线条、外挑板、雨

篷、女儿墙或檐口、空调机位等热桥部位保温施工有一定困难，

容易出现热桥和保温缺陷，设计应提出节能保温措施，并进行

节点构造设计。隔断热桥处理措施的抽样数量，按不同种类依

据《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第３．４．３条的

规定抽检。最小抽样数量不得少于５处。保温浆料同条件试

件的检验方法应符合《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ＧＢ

５０４１１附录Ｄ的相关规定。

７．３　一般项目

７．３．１　保温板、粘结材料、饰面材料等材料在出厂运输和装卸

过程中，在受到外力冲击下容易破坏，同时包装也容易破损，这

些都可能影响到材料的性能，应高度重视。所以保温板外保温

系统组成材料进场时，要求其外观和包装完整无损，并应符合

设计要求和相应的产品标准规定。

７．３．２　抹面层内增强网的施工质量非常重要，直接关系抹面

层抗裂性能，增强网属于隐蔽工程，其质量完缺陷完工后难以

检查，施工中应加强管理和严格要求。

７．３．７　穿墙套管、脚手架眼、孔洞、外门窗框或附框与洞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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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间隙等墙体缺陷，如不采取隔断热桥措施，会直接影响墙

体热工性能。如设计当中未作规定，应在专项施工方案中给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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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使用与维护

８．０．１　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交工前，施工单位应从专业的角度

结合工程特点及使用要求向建设单位提供书面保温板系统《使

用维护说明书》。说明书应包括：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的设计依

据、主要性能参数；使用环境条件对保温板及其保温系统的影

响；用户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顶；日常维护和保养的要求；检査维

修的方法和工作程序等内容。建设单位或物业管理部门应制

定保温板外保温工程使用维护类管理制度和监督措施，及时向

用户进行宣传交底、制止人为破坏行为，做好日常巡查和定期

维护工作，确保使用安全。

８．０．４　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

该履行保修义务，并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保修期外，当建设单

位有要求时，施工单位也有义务对所承包施工的外保温工程帮

助维修，但建设单位或物业管理部门应与其协商并提供相关工

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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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犅　保温板外保温系统组成材料和

配套部品包装、运输及贮存

犅．０．１　本条是对系统组成材料与配件的包装做出具体要求。

胶粘剂、抹面胶浆等干混砂浆类产品的包装上注明加水量，便

于施工人员在现场制备砂浆时对用量的掌握，有利于保证砂浆

的性能以及质量的稳定性。

犅．０．２　岩棉板、石墨匀质保温板、膨胀珍珠岩保温板等憎水性

虽然很高，但仍易吸湿吸水；干粉料潮湿易失效，保持干燥十分

重要。故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尤应防止包装破损。

犅．０．４　超过保质期的产品不建议使用。但为避免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允许施工现场超过保质期的产品采用复检的方法以决

定是否可用。已固化结块的干粉料因为已经失效，故严禁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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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犉　外墙外保温系统用胶粘剂、抹面胶浆

聚合物有效成分检测方法

　　在安徽省范围内的几次对外墙外保温工程质量的专项检

查中发现，外墙外保温普遍存在开裂、渗水、脱落现象，所使用

的胶粘剂、抹面胶浆中聚合物有效成分严重不足是重要原因。

部分材料供应商出售的胶粘剂、抹面胶浆中掺加的聚合物有效

成分远远低于胶粉生产厂家的推荐掺量，胶粘剂、抹面胶浆的

售价低于合理成本价格，上墙后保温系统的耐久性、安全性自

然无法保证。

　　在已完工的外墙外保温分项工程外墙实体上切取已经硬

化后的胶粘剂、抹面胶浆，对其中所掺加聚合物有效成分含量

进行检测，根据掺加量能够对外墙外保温的质量作出有效、迅

速的判断，避免劣质外墙外保温系统带来的安全隐患。

　　为了能够改善胶粘剂、抹面胶浆的粘结性、韧性和环境适

变性，使其具备更加良好的粘结力、抗变形性、耐水性，在其中

加入可再分散乳胶粉、甲基纤维醚高分子聚合物，实际使用的

聚合物有效成分有乙烯醋酸乙烯、苯丙、丁苯、纯丙这四种。大

量试验数据表明，胶粘剂中聚合物有效成分不低于胶粘剂总重

２％，抹面胶浆中聚合物有效成分不低于抹面胶浆总重３％，才

能保证胶粘剂、抹面胶浆的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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